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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大陸西部地區因幅員廣大且與多國邊界接壤，使得邊界主權維護是中共

必須重視問題之一，至今為止，中國大陸與少部分國家仍然存在著邊界爭議，其

中最被關注的就是中印兩國的邊界問題。此外，近年來「三股勢力」影響層面廣

泛，而中亞區域各國也因為民族的多樣性融合問題與大國勢力介入下，使得中國

大陸在推展「一帶一路」戰略上有所影響，包含朝向西方國家的掌握與經貿發

展、資源利益的安全等等。 

有鑑於中國大陸向外發展與對內主權維護的考量，在透過西部戰區劃設作為

之轉變，結合中國大陸預想達成之戰略企圖提出假設，希冀藉由資料蒐整分析後

驗證以下研究目的：一、西部戰區劃設對中印邊界衝突應對能力提升；二、了解

西部戰區劃設對中亞情勢掌握以及對「三股勢力」影響的維護策略；三、了解西

部戰區對於中國大陸推動「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利益與安全考量。 

本研究係以中共西部地緣戰略角度切入，並且結合西部戰區兵力融合事實，

驗證中共對境內、外戰略布局影響。而研究成果也顯示，中共融合兩大軍區後所

劃設的西部戰區，確實強化中共朝向西方發展的戰略力量，以軍區融合為基礎，

朝向多軍兵種聯合作戰的協調性發展，以此達到因應新時代戰爭型態，並跳脫時

空限制因素，增強共軍在未來作戰的優勢。 

 

關鍵詞：西部戰區、地緣戰略、邊界安全、三股勢力、絲綢之路經濟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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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western region has a wide land border and linked to many country borders, 

consequently, the border sovereignty safeguarding is one of the issues that China really 

has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o date, there are still border disputes among China and 

few countries, and the most concerned is the Sino-India border issue. In addition, the 

“three forces” have had a wide range of influence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countries of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have also affec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strategy because of ethnic diversity and the involvement of major powers in Cen-

tral Asian region, including the western-oriented control,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

ment, and the security of resource interests and so on. 

In view of the China’s consideration of outward development and sovereignty safe-

guarding, the assumptions are raised through the changes of Western Theater Command 

deploymen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anticipated strategic intention. The study 

hopes to verify the following research purposes through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First, the deployment of China’s Western Theater Command enhances the ability to cope 

with the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s. Second, to understand the safeguarding strategy of 

how the deployment of China’s Western Theater Command controls the Central Asian 

situations and its impact on the “three forces”. Third, to understand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of Western Theater Command for China’s promot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 

This study verifies the impacts of China’s domestic and foreign strategic deployment 

through the geostrategic perspective of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and combination of the 

fact of force fusion in Western Theater. The research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PLA's 

integration of the two Military Regions as Western Theater Commands has in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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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ed China’s strategic power development toward the West. Based on the inte-

gration of the Military Regions, it has successfully moved toward the coordinated devel-

opment of the multiple armies and services joint operations to adapt to the new type of 

war. The PLA’s will be without of time-and-space restriction and enhance its advantages 

in future battlefield. 

 

Keywords:Western Theater Command, Geostrategy, Border Security, Three Force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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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2015年年底在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推行下，中共中央軍委開始針對軍委直屬體

制下多個職能部門、解放軍軍隊內部進行改革，透過裁軍以及將原來中央軍委總

參等四大總部劃為多部門分工制，藉此加強軍委統一集權掌控之目的。其中與原

來解放軍作戰職能不同之處，是對解放軍提出強化戰區聯合作戰能力，希冀藉由

西部戰區整編劃設，構建符合中共現今西部局勢可應對之聯戰機制，強調新一代

戰爭型態情勢下，需隨時檢視軍隊備戰型態，將解放軍朝著質精與科技整合方向

轉變。1此次軍改政策轉變意涵，是由原先七大軍區管轄地面部隊之全數訓練、作

戰以及行政庶務事宜，將指揮作戰特別劃出，改由戰區統一管轄，而一般訓練及

行政事項則由各軍種指揮機構負責，透過分別「建軍」與「備戰」所屬指揮職能

機關，更進一步強化中央軍委對解放軍軍權掌握，以達成其對中國大陸政權統治

的唯一合法性。2 

從目前可接收之公開資料與參考文獻得知，戰區戰略思維及企圖的宗旨，即

為了打破原七大軍區時期，解放軍陸軍與其他空、海軍兵種間，多重協調過程或

執行任務的困難，使得共軍在未來戰爭時刻，作戰命令得以有效彰顯，確保共軍

在遂行對內或向外區作戰時，可達到隨時能戰、隨時能勝的目標。3此外，當更進

一步探討戰區聯合軍兵種作戰效能，也鮮少有各戰區內軍兵種介紹。在部分公開

                                                      
1 武天敏、曲延濤、曹智、王玉山，〈偉大的變革，歷史的跨越〉，《解放軍報》，2017 年 9 月 

11 日，版 01。 
2 Michael S. Chase and Jeffrey Engstrom, eds., China’s Incomplet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Assessing  

the Weaknesse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5), 

p. 25. 
3 解放軍報評論員，〈鍛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的精兵勁旅〉，《解放軍報》，2017 

年 4 月 19 日，版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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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所提及關於五大戰區各別戰略方向描述仍屬大範圍說法，並無特別深入說

明，導致有心探究戰區戰略考量的研究者，如欲深入探究有些許程度的困難。 

再者，我國學者針對中共軍事戰略相關研究，仍偏向以與我中華民國較高度

關聯之戰略區域作為較重視研究議題，而探究方向多與中華民國主權、領土相關

之戰略考量為首要。然而，卻不得不承認近年來中共在各方面快速發展下，已經

從貧弱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大國，4對於亞太區域影響層面逐漸擴

大。表面上與中共合作之國家眾多，但相對因其崛起因素也將自身面臨之難題浮

出檯面，本文認為對中共之研究議題，應從中共現今可能面對之區域安全與戰略

利益分析，瞭解中共在應對區域安全威脅時，可能採取之處置措施，並以此與其

戰略企圖作對照。習近平在2017年「川習會」晤談時表示，中共「不奉行你輸我

贏的理念，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持續以和平發展為首要條件。5然而，中共的

崛起也凸顯其長期以來與鄰近各國潛在的安全挑戰，像是鄰近中亞、南亞印度邊

界、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利益維護、周邊區域安全情勢等。此外，習近平在2017

年「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上，提出希冀藉由反恐機構的建設，更為

增強對「三股勢力」防範作為合作綱要，作為共同打擊組織所屬成員國領土內，

恐怖主義組織之應對政策，以達維護區域安全局勢企圖。6由此不難得知「三股勢

力」也為中國大陸西部邊境帶來許多安全問題。縱觀中共當前西部戰略態勢，並

以其與中共戰區主戰指導相比對，可依稀發掘出西部戰區劃設可能企圖，特別在

於增強解放軍對西部地區對於鄰近各國的備戰武裝力量，進而達成因應周邊局勢

產生之安全挑戰。7 

                                                      
4 黃以謙、蔡浩祥，〈習近平聯合國演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工商時報》，2017 年 1 月 

19 日。參見 http://ctee.com.tw/mobile/ViewCateNews.aspx?cateid=dlcj&newsid=138634（瀏覽日 

期：2017 年 6 月 1 日） 
5 林克倫，〈習近平：中國不奉你輸我贏，不走國強必霸〉，《聯合新聞網》，2017 年 4 月 8 

日。參見 https://udn.com/news/story/10909/2390631（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1 日） 
6 「三股勢力」泛指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亦可見中國新聞組，〈習近 

平籲上合朋友圈：打擊「三股勢力」〉，《聯合新聞網》，2017 年 6 月 11 日。參見 

https://udn.com/news/story/7331/2517539（瀏覽日期：2017 年 6 月 11 日） 

 
7 沈明室等著，《2016 中共解放軍研究學術論文集》（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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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本文藉由蘭州、成都軍區與西部戰區比較，分析當前中共西部隊

外形勢挑戰，強化中共與鄰國關係發展與利益維護企圖，考量中共現今地緣戰略

威脅與安全需求而整併兩大軍區，另透過西部戰區軍力現況以及執行任務形式轉

變，分析所屬軍力整合後與任務達成效力，與現今面臨西部地緣局勢結合，探究

共軍西部戰區劃設後之影響。 

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針對習近平擔任中共領導人時期的軍隊改革政策中，將原七大軍區整

編為五大戰區策略，作進一步企圖與考量分析，推論中共預劃設西部戰區時，可

能預想面對之區域政治、軍事、經濟利益考量。從歷史追溯七大軍區至五大戰區

的演進，可從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作為探究時間軸，主要共分為三次變革，分別

為「1950年的六大軍區」、「1955年十二大軍區」及「1985年調整成七大軍區」

8，而在2016年底，七大軍區正式改制為五大戰區。在中共政權成立以來的軍區制

度，主要是奉行「積極防禦」的戰略作戰方針，但隨著新型態戰爭的轉變，堅決

採取守勢為主的制度，逐漸無法有效應對21世紀新型態戰爭模式，9簡言之，理性

推論中共劃設戰區之企圖，除改變應對多樣化戰爭型態的戰略方針，旨在維護中

共多方區域考量時，為能消除原來地面部隊與其他軍兵種協調作戰上的藩籬，強

化軍事整體作戰能力，提高維護國家利益的效能。另一方面，中共自1978年改革

開放近40年以來，在國家迅速發展下，逐漸擺脫貧弱國家形象，也逐漸衍生為維

護各自國家利益時，不得不面對衝突與威脅的必要。例如像是「三股勢力」襲

擊、中印邊境問題、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利益等，中共均必須擬定相關預防及應

對措施。因此，在探究西部戰區戰略的根本基礎上，研究者需要先瞭解西部戰區

當前面臨之區域局勢考量，也就是中共面對俄羅斯、中亞及南亞的戰略局勢，再

                                                      
11 月），頁 55。 

8 諶旭彬，〈建國後，為何三次變動大軍區〉，《廉政瞭望》，第 12 期，2015 年 11 月，頁 67- 

68。 
9 郭志剛、張培高，〈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區（戰區）體制〉，《軍事歷史》，第 3 期，2016 年 6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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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區域政治、經濟及軍事等要素，結合維護國家利益的應對手段，以建構當前

因應與鄰國戰略形勢下威脅之布局，達到維護中共國家利益與周邊安全穩定之目

的。 

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新詞語》一書中提到，戰區是為了因應各個不同方向

戰略需求，透過劃分不同作戰範圍，針對特定戰略目的執行作戰任務；軍區則是

同時具備戰區性質，卻單純為單一戰略區域所設立的軍隊組織。10說明戰區具備

多個戰略方向的特點。此外，〈「戰區」與「軍區」的異同〉一文中也提及，軍

區主要管理各軍種建軍與行政事宜，可稱為戰鬥力生成系統；戰區則是專責對外

作戰任務，亦稱為戰鬥力釋放系統。11說明在此次軍改之前，中共已有部分學者

針對軍區與戰區相異之處進行研究。本文希冀在此基礎上透過西部戰區對外形勢

評估，結合軍區改為戰區演進探討，而後透過西部戰區之軍力現況分析，進而瞭

解戰區對中共西部區域戰略意圖之影響。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探討下列三個問

題： 

(一) 西部戰區能否提升中共與印度邊界兩國間衝突穩定效能。 

(二) 西部戰區能否使中共增強對中亞情勢掌握，並有效應對「三股勢力」的影響。 

(三) 西部戰區能否維護中共在「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之戰略利益及安全考量。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學術文章撰寫，尤須注意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特別需瞭解兩者所指涉亦為

不同之物。研究途徑指研究者對研究的概念原則性研究方向，特別強調研究切入

點，因而各個研究在著眼點與出發點才不同，而延伸對研究內容有所不同解讀概

念。12研究方法係指在研究者蒐集研究資料與分析資料時的方法，13簡言之，進行

                                                      
10 李穀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新詞語》（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6 年 1 月），頁 521。 
11 蘇志榮，〈「戰區」與「軍區」的異同〉，《半月談》，第 3 期，2000 年 3 月，頁 61。 
12 朱浤源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市：正中書局，1999 年 11 月），頁 

156-182。 
13 朱浤源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市：正中書局，1999 年 11 月），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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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前，研究者必須將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概念分別確立，瞭解以何種觀點解讀

文獻、分析所蒐整之資料，以使研究時不至於概念或方向混淆。 

壹、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指蒐集、分析研究資料之過程，14另外依研究架構設計性質的

相異，可分為三種類別研究方法，分別為實驗性方法、準實驗性方法以及非實驗

性方法。15本研究的內容關於中共軍事研究類別，多數資料無法第一手直接蒐

整，因此採用「文獻分析法」，屬於「非實驗性的方法」之一。 

「文獻分析法」是藉由多方蒐集文獻資料後，再行針對資料研究，由於多數

資料來源並不屬於第一手資料，因而屬於間接的研究法，而不是直接研究。研究

者可藉由多數文獻資料瞭解相關研究議題之過去經驗，並透過此經驗分析研究現

象，以觀察之實際情況為基礎，進而對研究內容提出論證依據，論證現在或是未

來研究情形假設，因此，文獻分析法在社會科學相關研究中仍被廣泛運用。16一

般而言，文獻資料具有不同形式，大略劃分可分為三項（參見表 1-1）所示，首

先是第一手來源，包括歷史遺物、訪談、日記等直接取得資料；其二為第二手來

源，主要是針對第一手資料作出解釋、評論之參考資訊，像是期刊文章、專書

等；最後是書目性工具，所謂書目性工具即為將相關資訊加以蒐整之工具，包括

百科全書、字典、年刊等等。17 

本研究主題為西部戰區之劃設考量，由於五大戰區甫於 2016年成立，因此所

蒐集的資料多為中共研究報告、官方網路資訊、中共官方媒體等，為了避免所蒐

集之研究資訊為中共宣傳意圖所誤導，使得研究成果論證不足，本研究主要文獻

資料來源亦從國內學術論文、期刊雜誌蒐集，並輔以部分相關國外文獻資料作為

參考，採用多方觀點比較分析，以加深本研究論證依據之可信度。 

                                                      
14 朱浤源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市：正中書局，1999 年 11 月），頁 186。 
15 朱浤源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市：正中書局，1999 年 11 月），頁 156。 
16 葉至誠、葉立誠，《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臺北市：商鼎文化，2005 年 3 月），頁 136。 
17 朱浤源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市：正中書局，1999 年 11 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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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文獻分析資料種類表 

第一手來源 所謂第一手資料是以原始格式提供資訊，包括：官方專書、歷

史遺物、檔案、文件、訪談、日記、相片。  

第二手來源 所謂的二手資料來源是對於第一手資料解釋與提出判斷的成品

，包括：期刊文章、專書、翻譯。  

書目性工具  所謂書目性工具是將相關性資訊加以組織的工具，包括：百科

全書、字典、年刊、書目、索引、摘要、電子索引。 

資料來源：朱浤源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市：正中書局， 

          1999年 11月），頁 103。 

貳、 研究途徑 

本研究旨在探究西部戰區劃設的戰略考量，因此主要以中共對西部可能採取

戰略作為當作研究的觀點切入。克勞塞維茲認為「戰略」是透過戰爭指導作為，

才得以達成戰爭目的，並且強調這是將自身意志加諸在敵人身上。18而戰略學者

鈕先鍾在《現代戰略思潮》書中提及，「戰略」並無所謂概一而論的定義，從各

方角度定義都有其不足之處，19因此本文認為，中共在各時期的戰略概念，因其

政局以及領土因素，主要皆隨著境內外不同的安全與利益局勢而轉變的，因而在

研究戰略相關議題時，需以預想探究區域情勢或者多方思索之後，才能將中共戰

略意圖之雛形探究一二。更精確地來說，影響戰略的因素應綜合針對區域性的地

緣要素而獲得戰略考量的推論，為了進一步得知對於戰略研究的觀點，必然要結

合特定區域的地緣戰略思維才得以制定出來的。 

所謂的地緣戰略思維，就是透過某一區域地緣關係要素進行分析，為求滿足

                                                      
18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77. 
19 鈕先鍾，《現代戰略思潮》（臺北市：黎明文化，1985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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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戰略利益的思維與需求，進而推論一個國家可能富含之戰略企圖。20可能是

全球性戰略思維，亦可為單純針對區域性，但是主要目標皆是以維護國家安全穩

定發展為依歸。舉凡談到軍事戰略考量研究，不可避免地須與地緣戰略因素畫上

鏈結，原因無他，即是軍事戰略雖有對國家安全負責之職能，但主要目標依舊是

求得國家長遠和平為目標，21而一個國家在某區域中的影響力，與所處地理戰略

位置也具有高度關聯，這是由於地理因素屬於不可變動之客觀要素，但在考量一

個國家區域安全戰略時，需涵括地緣關係中政治、經濟、軍事不可或缺之三要

素。22此外，透過中共對鄰近各國區域之地緣戰略發展探究，亦可以瞭解中共與

鄰國間可能產生衝突議題，以此對照中共軍事改革所做出之戰略轉變，達到論證

西部戰區劃設的考量，增強戰區戰略研究準確性與實際性。 

承上所述，本研究觀察西部戰區劃設考量，主要先以中共西部面臨之戰略安

全、國家發展利益、邊界主權為環境局勢探究，輔以地緣戰略思維切入探究西部

戰區面對之區域戰略考量，以中共對其領土與西部鄰近各國政治、經濟及軍事威

脅等因素，探究中共劃設西部戰區對中亞、南亞區域可能作為，以及防範三股勢

力與中國大陸境內恐怖襲擊份子掛勾，以維護中國大陸境內與境外安全的影響。 

貳、 分析架構 

本研究採用地緣戰略角度探究共軍劃設西部戰區考量，在現今經濟全球化發

展下，單純以傳統軍事安全為首要的國家安全觀，已經無法概括中共可能面臨之

威脅，從習近平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強調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將中共

推向西方發展動機，即可得知中共企圖經中亞至歐洲多邊經貿合作，以求達到整

合全球經貿市場，23藉由對經濟掌握度增強，強化中共本身話語權。因此，中共

除了與鄰近國家軍事衝突穩定外，另須考量到「一帶一路」沿途上經濟和能源輸

                                                      
20 王生榮編，《金黃與蔚藍的支點：中國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2001 年），頁 301。 
21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2。 
22 馬振坤，《中國安全戰略與軍事發展》（台北縣：華立圖書，2008 年 10 月），頁 17。 
23 李沃牆，〈中國的「一帶一路」臺灣的威脅與機會〉，《會計研究月刊》，第 380 期，2017 年 

7 月，頁 21。 



共軍劃設西部戰區之戰略考量與任務研究 

8 

送的安全需求，藉由位處歐亞大陸地緣優勢上，達成從中國大陸領土為歐亞中心

之心臟地帶出發，向其他國家外拓展政治、經濟和軍事等三個面向的影響力。簡

言之，探究中共戰略除了傳統政治及軍事威脅外，更要將維護經濟與能源要素安

全，納入中共國家安全戰略考量中。24 

本文藉由中共官方公開資料蒐整得知，現今五大戰區劃設之主要戰略方向和

目標應各有不同，本研究以西部戰區為研究主題，是故須將中共與鄰國間地緣關

係視為研究依據的考量，從中共與中亞、南亞之間經濟、能源、軍事交流等多方

合作政策中，探究中共在國家戰略之下，為求因應其國家安全局勢，可能賦予西

部戰區的軍事戰略方針。此外，透過西部戰區軍力現況分析，可更進一步瞭解西

部戰區的現今的備戰能量，以推論西部戰區因應目前中共所面對的區域安全威脅

時，可以有效使用的武裝對抗力量，最後，再以中共與鄰國之間關係變化，以及

中共對境外地緣局勢穩定與否做出客觀分析，進而得知劃設戰區的考量與其戰略

利益維護是否達成。本研究分析架構圖（參見圖1-1）： 

 

圖1-1：分析架構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24 Roy Smith and Imad El-Anis,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21st Century: Contempo 

rary Issues and Analyses(New York: Longman, 2011), pp. 19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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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自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2012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之後，大力推

動軍改計畫，其中為落實「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改革核心宗旨，於

2016年2月1日向五大戰區頒布訓令、授予軍旗，25將原七大軍區改制，重新劃設

為五大戰區。其中，西部戰區由於西部地區領土邊界綿延，亦是國家主權、領土

存在爭議的前線區域，但因戰區成立時間不長，在探討戰略目的層面上應從軍區

演進做完整探究，以瞭解中共歷史演進的戰略企圖。由於1949年前中共軍區作戰

目標多以國共內戰為目的，是故，此研究關於戰區之時間範圍為中共1949年正式

成立共產黨政權後，在正式成立軍區制度至習近平正式劃設五大戰區到本文2018

年5月定稿時為本研究時間範圍之節點。 

二、空間範圍 

本論文研究範圍主要分析西部戰區戰略方向，研究範圍界定為境內、境外區

域，其中境內以西部戰區劃設之管轄區域為研究範圍，而境外以俄羅斯、中亞、

南亞鄰近中共各國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此外，本研究針對中共境外研究範圍界定有二。其一，「中亞」原來指涉的

是亞洲中間的部分地區，大部分歐洲國家將中亞所在區域界定為「西自裏海，東

至蒙古，北起西伯利亞以南，南至伊朗及阿富汗以北」26。隨著近年來「陸上絲

綢之路經濟帶」議題備受重視後，各方對「中亞」的關注不斷提升。然而，回顧

以往文獻資料作為參考，對於「中亞」的概念仍眾說紛紜，鮮有對「中亞」作出

明確的概念界定。在李琪〈中亞所指及其歷史演變〉文中提及，「中亞」一詞界

                                                      
25 王士彬、安普忠，〈習近平向各戰區授予軍旗發布訓令〉，《解放軍報》，2016 年 2 月 2 日， 

版 01。 
26 馬大正、馮席時，《中亞五國史綱》（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年 2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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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則應按地理位置，並非以不同國家疆域為區分，界定範圍也可能隨著時代、

利益取向不同而改變。27從廣義歷史角度而言，「中亞」此一地理名詞，分屬多

個國家，28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的「中亞文明史」中，界定印度北方、伊

朗東北、巴基斯坦、阿富汗、中國大陸西部、蒙古以及前蘇聯的部分區域皆為中

亞地區涵蓋範圍；29就狹義角度而言，則是蘇聯解體後，相繼獨立之「中亞五

國」，分別為土庫曼、塔吉克、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五國，而本研究以

普遍為國際認同之「中亞五國」作為主要「中亞」界定基準。 

其二，「南亞」也是本研究空間界定範圍之一，以地理位置概念指涉，南亞

泛指喜馬拉雅山脈以南的地域，包括山脈東西部之鄰近周邊國家。根據聯合國

UN M.49 Territory Containment 資料指出，南亞主要國家計有阿富汗、巴基斯坦、

伊朗、印度、不丹、孟加拉、尼泊爾、馬爾地夫、斯里蘭卡等9國。30然而，本研

究在探究戰區對南亞區域範圍時，主要研究內容著重在印度。原因有二，一是印

度國土總面積屬亞洲第二大，是南亞地域上最大之國家，另從歐亞大陸地緣格局

上分析，印度地處南亞次大陸之南緣中心，界於東南亞和西亞之間，是南亞區域

主要支配國；31二是因為中印邊界所造成的緊張關係，長期以來就是中共西南部

邊防安全不穩定的要素，從1947年印度獨立後，不斷有流血事件產生，在1962

年，中印之間也曾因邊界問題，爆發多次武裝衝突，32長達2000公里的中印邊界

更為現今中印兩國仍存在的衝突熱點。33 

此外，就中共境內範圍界定，以西部戰區所領導與指揮之區域為範圍限制。

                                                      
27 李琪，〈中亞所指及其歷史演變〉，《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6 卷第 

3 期， 2015 年 5 月，頁 62。 
28 陳翰笙，〈發刊詞〉，《中亞學刊》，第一輯，1982 年，頁 1。 
29 李琪，〈中亞所指及其歷史演變〉《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6 卷第 

3 期， 2015 年 5 月，頁 63。 
30 〈Territory Containment( UN M.49)〉，《Unicode》，2015. At  

http://unicode.org/cldr/charts/28/supplemental/territory_containment_un_m_49.html (Accessed  

2017/7/10) 
31 沈偉烈、蒲寧編，《地緣戰略與大國安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2 年 8 月），頁 324- 

326。 
32 田越英，《圖解當代中國國防》（香港：中華書局，2013 年 12 月），頁 108。 
33 蒲寧，《地緣戰略與中國安全環境的塑造》（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 年 5 月），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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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寧夏自治區、甘肅省、四川省、青海省、新疆自治區、西藏自治區、重慶市

下轄之武裝力量。西部戰區內武裝部隊，大多為原蘭州軍區、成都軍區之管轄單

位更新番號重新組成。本研究主要探討西部戰區對境外與境內所執行之任務，以

探究中共在對內及對外之戰略企圖，其餘東部戰區、北部戰區、中部戰區、南部

戰區不在本研究探究範圍內。 

貳、研究限制 

自習近平上任以來，軍改一直是其施政重點之一，其中五大戰區的劃設，更

是多方欲探究之議題，另隨著近年來「一帶一路」議題興起，帶動中亞地區經濟

利益的巨大化，使得中亞各國位處陸上經濟帶所經之處，戰略價值均大幅提高。

另一方面，在「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出兵阿富汗，使中亞各國局勢升溫

外，「三股勢力」恐怖勢力興起，無疑也使中共對於中亞地區的安全防範更加不

可鬆懈。再者，中共與印度的邊境之爭，亦是兩國多年來無法妥善處置的問題，

邊界安全問題也一直是西部兩大軍區原蘭州軍區、成都軍區所屬重要任務之一。

本研究主要探究中共面對國家安全、利益衝突以及領土邊境問題上，是否可以藉

由戰區劃設增強對相關問題的應對效果，使中共在獲取經濟發展時，兼顧共產黨

領導的國家安全需求。就此而言，本文將研究重點置於西部戰區軍事戰略佈局，

透過西部戰區需維護之中共戰略利益為著眼，探究戰區內武裝力量部署以及執行

項目。 

受限於中共研究資料的蒐整難度，本論文採取文獻分析法為研究方法，主要

以中共官方出版品、期刊、研究報告為研究資料，網路資料文獻為輔，此來由是

中共實施軍改至今為時尙短，對此研究議題之書籍和研究報告數量仍未廣泛，導

致研究者對於戰區資料的蒐整上可能略顯不足。另外，鑒於中共為了避免輿論影

響其黨的權威性，對於民間刊物、媒體均有控制的標準，致使本文對於蒐集的資

訊完整性、正確性仍有待多方驗證，以加強論證力度。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

究所所長馬振坤在《中國安全戰略與軍事發展》書中提及，「任何假設提出，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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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以事實基礎為第一道假設，不可再從第一道假設再延伸假設，這是為了避免陷

入主觀臆測的思維中，因為第二道推論是建立在假設而非事實基礎，除非找出足

以支撐假設之事實根據」34。因此，除中共單方面之文獻資料外，本研究仍需多

加蒐整國內、外相關資訊輔助交互比對分析，才得以降低研究分析成果，落入主

觀窠臼的機率。 

此外，除了文獻蒐整難度外，因西部戰區是於2016年甫成立之軍事區域，在

針對西部戰區相關之公開資料較為不易蒐集，因此本文對於西部戰區之任務與戰

略考量之探究主要以西部戰區成立後，相關公開之資料作為研究依據，對於中共

對西部戰區整體的考量未必可詳實陳述，使得本研究仍有需增添補充之處。然

而，對於中共未來在西部發展之作戰職能與戰略任務考量具有一定之研究價值，

這是因為中共在大國角色發展下勢必會朝向境外發展，而陸路又為中共較易發展

之區域，因此朝向西進的發展利益勢必為中共所著重之企圖，本文之研究應具有

長久研究價值考量。 

第四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文獻探討之目的是為了表達研究者自身對於議題、相關文獻的理解與詮釋，

並且經研究者自身整理後，呈現關於議題研究以及文獻之間有所關聯的描述。35

一方面，研究者必須在文獻探討中，將既有文獻矛盾和衝突加以整合，36另一方

面，文獻探討本質而言，更是為了證明自身研究論述的建立，透過引述研究範圍

內的相關文獻，避免與過往研究產生相同之錯誤，以現有的定論支撐自身研究的

主張。37 

                                                      
34 馬振坤，《中國安全戰略與軍事發展》，（新北市：華立圖書，2008 年 10 月），頁 16。 
35 唐佩瑾、吳美美，〈從文獻回顧探究碩士論文創新書寫現象〉，《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第 

39 卷第 2 期，2013 年 10 月，頁 4。 
36 朱浤源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臺北市：正中書局， 1999 年 11 月），頁 97。 
37 何春蕤，〈關連性–文獻探討的創造性思考〉，《論文寫作網站》，1989 年。參見 

http://sex.ncu.edu.tw/papers/index.php（瀏覽日期：2017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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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家戰略的生成，勢必因應其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而存在，其中必然結

合了政治、經濟、軍事等多方要項合作。中共軍事事務的目的，雖有分對內及對

外職能，但目標仍以國家能和平發展為首要，儘管為達到軍改中提及「戰區主

戰」要求，但在現有中共公開資料中僅能得知「主戰」是為強化解放軍朝向隨時

備戰，以求能戰鬥、打勝仗的意涵，並非特別針對某個區域、國家進行鬥爭企

圖，有的只是維護自身國家利益之防務需求。本研究主要以西部戰區劃設後，對

中共西部地區戰略考量為主要探究內容，瞭解成都、蘭州軍區合為西部戰區變革

後，是否得以因應中共西部廣大領土在地緣戰略上，對境內、外之區域的衝突、

利益維護有所增長。提及中共對外軍事戰略時，不可避免地要探討其地緣戰略層

面，如前所述，中共目前官方說法中，提及戰區劃設目的與特性，大多視對外備

戰為主要戰略考量，對內維穩為少部分之戰略企圖。本文希冀藉由分析中共西部

地區對外之地緣情勢，以瞭解中共當前的外來威脅因素，以此作為探究劃設戰區

戰略之間論證依據。 

本節文獻探究方向主要分為三大方向，一是中共推行戰區戰略的基本思維，

先行理解中共可能戰略構想，再藉由其實際面對之問題相互對照驗證；二是針對

西部戰區劃設後，中共在西部邊界因地緣政治局勢下，可能面對之邊界衝突影響

探究；第三則是從中共西部地緣安全角度出發，探究西部戰區對三股勢力威脅應

對能力，透過戰區對廣大西部境內、外政治與安全局勢維護，以達到中共建設

「一帶一路」向西方國家發展之效，瞭解戰區劃設是否能因應中共現實環境變遷

問題，進而符合中共面對廣大西部隊外發展之安全戰略考量。 

壹、 戰區戰略思維 

「戰區」一詞的概念是透過在戰爭不斷的發展情勢下，直至特定時期才產生

的。38魯傳剛在《戰區戰略探究》書中提到，戰區的概念從提出到被運用的階

段，大致可分為三階段，第一是從地域概念而生，最早是由約米尼《戰爭藝術概

                                                      
38 魯傳剛，《戰區戰略探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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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提出，認為戰區是軍團佔領範圍，其所包含範圍應小於戰爭區，說明作為軍

隊進攻、防禦的區域，並且包括作戰基地、地區與目標。39其次是綜合概念，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區概念在原本地域因素外，開始結合政治、經濟、軍事等

考量，範圍界定也已非針對單一地域，而是藉由策畫作戰需求後，編列軍隊所劃

出的範圍，40這樣的戰區概念可能已融入了戰爭以外的因素。第三則是實體概念

的階段，此一階段含括了單一地域概念至綜合概念性質，除增加常備的軍隊外，

也編設擁有指揮權的指揮機構，可針對管轄單位進行下達作戰命令之權限，41開

始執行常備軍事力量可維護之政治、經濟與軍事需求。 

中共軍區的建立，是從1931年中共建立的蘇區—閩粵贛軍區開始，此時期約

為中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而後相繼成立以湘鄂川黔、第四方面軍、南方紅軍遊

擊隊所屬之軍區，這些軍區的任務主要擔負任務屬區域性遊擊活動，並執行牽制

敵方兵力作戰任務。42這些軍區在名稱上雖然尚且並不稱之為戰區，卻已經擁有

對特定區域的作戰規畫，並且有所屬統一之領導機構，已具戰區的部分條件。43

到了對日抗戰時期，中共依序分別建立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新四軍所屬淮

海、山東等地方軍區，44到了國共內戰時期，共軍除延續抗日時期軍區設置外，

另相繼成立冀察熱遼、中原、東北以及第四野戰軍兼華中軍區。45《戰區戰略探

究》提及，相較過去軍區與蘇區設立條件，大軍區更具備區域作戰的能力，也具

備與現代戰區相似的特徵。在1997年所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中就有明

確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區具有戰區性質」46，而在2011年再版《中國人民

                                                      
39 約米尼，《戰爭藝術概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 年），頁 94。 
40 魯傳剛，《戰區戰略探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19-20。 
41 魯傳剛，《戰區戰略探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20。 
42 張明金、劉立勤，《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 200 個軍區》（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0 

年 7 月），頁 1-51。 
43 魯傳剛，《戰區戰略探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25。 
44 張明金、劉立勤，《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 200 個軍區》（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0 

年 7 月），頁 53-183。 

45 張明金、劉立勤，《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 200 個軍區》（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0 

年 7 月），頁 185-500。 
46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 年），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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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軍語》中則稱戰區為「按戰略任務劃分的區域」47。而中共的大軍區在劃

設五大戰區前，主要是依照戰略需求，劃設的各個軍事區域，負責部隊訓練、建

設組織以及後勤保障等，48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軍區共歷經三次大變革，分別

為1950年的六大軍區、1955年的十二大軍區、1985年裁軍百萬後調整為的七大軍

區，49直至2016年重新劃設為五大戰區，基於此，本文認為中共從軍區演進至戰

區成立的過程，在功能與戰略目的上仍具有部分相似性，但針對作戰屬性意義上

並不相同。就像學者李穀城在其著作《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新詞語》中說，「戰

區，是為了執行戰略、作戰任務而分別設置的區域軍事組織，也可稱為戰略區；

軍區，則是領土按照戰略區域設立的軍隊組織」50。另外學者蘇志榮在〈「戰

區」與「軍區」的異同〉文中也提及，「軍區主要管轄地面部隊之行政戍務、訓

練，可稱為戰鬥力生成系統；戰區則是擔負作戰任務權責，亦稱為戰鬥力釋放系

統」51。 

因此，就文獻資料推論得知，從蘇區成立歷經軍區、大軍區再到戰區劃設，

雖然多以區域作戰任務劃設，也有屬於其攻勢及防守的方向，但是「戰區」在備

戰、作戰之企圖較「大軍區」在作戰意圖上更為明顯。以往大軍區職能複雜，除

作戰訓練職責外，仍需負責其他行政事務等，待轉變成戰區後則專責作戰任務即

可。此外，中共成立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後，在戰時可統一指揮戰區轄內解放

軍陸、海、空多軍兵種，而「大軍區」則以領導陸軍部隊為主。52從上述幾點分

析得知，戰區的劃設明顯與以往大軍區設立目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代表著中共在

                                                      
47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語》（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 年），頁 77。 
48 劉英、李鋼、吳碧富，〈追蹤大軍區–新中國成立後解放軍戰略區的設置與調整〉，《軍事歷 

史》，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60-63。 
49 諶旭彬，〈建國後，為何三次變動大軍區〉，《廉政瞭望》，第 12 期，2015 年 11 月，頁 67- 

68。 
50 李穀城，《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新詞語》（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6 年 1 月），頁 521。 
51 蘇志榮，〈「戰區」與「軍區」的異同〉《半月談》，第 3 期，2000 年 3 月，頁 61。 
52〈【軍改】分析：戰區與軍區三大分別〉，《香港 01》，2016 年 2 月 2 日。參見 

https://www.hk01.com/%E5%85%A9%E5%B2%B8/5412/-%E8%BB%8D%E6%94%B9- 

%E5%88%86%E6%9E%90%E6%88%B0%E5%8D%80%E8%88%87%E8%BB%8D%E5%8D%80 

%E4%B8%89%E5%A4%A7%E5%88%86%E5%88%A5（瀏覽日期：2017 年 0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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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內與對外戰略企圖認知上，比起過往有了實質性地轉變。 

隨著中共國家利益的拓展，伴隨著安全威脅考量提升，也使中共必須加強實

際臨戰的備戰能力。尤其中共位處歐亞板塊連接陸、海的中心，更需要針對特定

戰略方向與戰略目標有所策畫，以在幅員廣大的領土中，有效掌握來自各方的威

脅。因而必須要瞭解區域地緣關係，並部署適當備戰方向的戰略方針，分配適當

武裝部隊負責作戰目標。例如利用地廣人稀的邊防地區優勢，透過「縱深防禦」

應對各個鄰國可能採取之地面攻勢戰術；推動地面部隊機動化、現代化改革，增

強部隊作戰時的陸地拒止能力。53而戰區的劃設，即是根據區域周邊的地緣因素

考量，建構維護區域和平的武裝力量，同時與國家戰略同步，以達到立足戍守本

土，有效兵力輻射周邊的戰略，構築一定範圍內的安全機制。 

因應時代的變化，中共必須及時深化軍事戰略發展，透過建設多樣化軍事任

務執行能力，作為應對多變的地緣情勢的策略，其原因有三項。第一，中國大陸

安全面臨的挑戰，以及中共對美國介入亞太區域戰略構想的疑慮，使中共周邊國

家可能成為兩國兵家必爭之地。除此之外，新疆與西藏複雜的民族、宗教問題突

出，也引發中共西部社會的動盪及威脅。54第二，中國安全需求上升，中共西部

陸上邊境線綿延，與9個國家相接，55造成複雜民族問題，更因距離相近而提高交

流機會，間接造成宗教極端與分裂主義在新疆地區襲擊頻傳原因，此一安全問題

在「9．11」恐怖攻擊事件後，更成為中共對西部地區嚴加控管考量因素，而反

恐任務的合作、執行，也成為中共對中亞地區重要的戰略任務。56第三，因應時

代變遷，須創新現有的戰區戰略，因為戰區必須擁有具體實施戰略計畫、落實任

務執行的軍事方針，才可加強戰區軍事力量，以利在訂定新時期戰略方針時，結

合戰區所面臨的實際局勢威脅，提升對區域戰略維護，以及有效軍力開展的影響

                                                      
53 M. Taylor, “Securing Borders: China’s Doctrine and Force Structure for Frontier Defens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2007, p. 705-737. 
54 魯傳剛，《戰區戰略探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2-8。 
55 由北至南計有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 

等 9 國。 
56 魯傳剛，《戰區戰略探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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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57 

貳、 地緣戰略與邊界問題 

地緣戰略的概念是從20世紀中旬被提及，由德國地緣政治學家，豪斯霍夫在

綜合政治、地緣、軍事戰略後所提出的。58而美國學者布里辛斯基則指出，針對

某區域地緣政治利益時，提出對應的戰略管理，即可視為地緣戰略，59在其著作

《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中提及，地理位置是影響國家實力要素之一，但仍

需綜合政治、軍事力量與經濟發展的多重評估。60而從程廣中《地緣戰略論》書

中得知，地緣關係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多是從國家角度出發，探討國與國彼此對

外關係、地緣與地理因素的局勢穩定，透過瞭解一國地緣情勢，可以謀劃符合當

下的軍事戰略，以維護國家整體利益考量。61另外根據中共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

副所長唐永勝在《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中指出，全世界多極局勢在冷戰結束

後展開，美國原是唯一世界大國角色，但隨著中共近年來崛起，以及美國多次出

兵中東地區，中共鄰近區域的局勢逐漸複雜化，在此一時代背景下，中共的戰略

思維，也開始根據其需求，作出相關軍事戰略調整。62因此，西部戰區劃設考

量，必然對於共軍戰略需求有所輔助，並且應符合西部領土可能面對的地緣挑戰

與發展利益。 

其中，在對周圍鄰近國家探究前，需先以外國勢力介入的可能作探討，例如

美國為了實現在亞太、中亞、中東等地的話語權，積極與中共、印度以及歐亞大

陸多國合作，從國際恐怖勢力、跨國性軍備武器控制、經濟能源安全問題等，抱

持著在全球經貿、政治利益企圖上與亞太地區國家進行合作，63這樣的利益關係

                                                      
57 魯傳剛，《戰區戰略探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13-17。 
58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15。 
59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6), pp. 43-44. 
60 Zbigniew Brzezinski 著，林添貴譯，《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新北市：立緒文化，2014 

年 8 月），頁 45。 
61 程廣中，《地緣戰略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2。 
62 劉慧、趙曉春主編，《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北京：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2014 年 5 月），頁 165-166。 
63 慕永鵬，《中美印三邊關係：形成中的動態平衡體系》（北京：世界認識出版社，2010 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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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維繫是基於共同利益前提下。然而，就像俄羅斯與中共、印度武器販售關係，

當各自所需不同時，彼此夥伴關係也可能會有所偏頗。因此，中共在面對中美、

中印、印美三邊關係時，仍需將外國勢力介入時，可能造成地緣局勢變化的因

素，納入西部戰區戰略可能應對的狀況作考量。 

再者，《地緣戰略與大國安全》一書中提及，「地理，是國家生存發展的客

觀物質基礎，亦是政治、軍事謀劃的前提」64，明確指出地理產生之要素是每一

個國家在制訂各種戰略時，必定列入考慮之重要因素，尤其是針對與地理因素有

所關聯的領土主權，另外在地理環境下的地緣因素，舉凡政治、經濟等更不在話

下。換句話說，中共領土面積遼闊，互相連接鄰國數量眾多，在面臨與多國邊境

交界情況下，共軍對外軍事戰略中，不可不將國與國之間的多方地緣局勢要項考

量進去。 

探討到中共西部地區面臨的邊界問題，就其地緣要素作探究，主要重心放於

陸權鞏固。原因有二，第一是中共從古至今本就屬於陸權大國，而其主要與多國

接壤的領土亦為西部陸地，從歷史外患來自方向，到現今邊界衝突熱點區域，多

為西部邊境所面對之問題，就如同中共學者蔣新衛在其《冷戰後中亞地緣政治格

局變遷與新疆安全與發展》中提到的，新疆的地緣安全可直接影響中國大陸西

部，更甚是整個大陸地區的地緣安全。65這是由於新疆與俄羅斯西段、中亞五

國、印度接壤，在過去邊境界線不明確時代，多次的邊界衝突都是因為地緣位置

相近，而領土面積劃分不明確的情形下產生。說到中國大陸面臨的邊界問題，必

然會提到中共與印度的邊界之爭，而就實際面綜合國力作比較，中共是遠超過印

度的，像是經濟成長的速度以及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均是印度現今條件所無法

企及的。然而，在有限的的資源下，印度軍事力量並沒有因此發展停滯，相對地

更藉由向俄羅斯軍事武器添購，逐漸增強從1962年後的軍事實力，在同時身為南

                                                      
月），頁 116-118。 

64 沈偉烈、蒲寧編，《地緣戰略與大國安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2 年 8 月），頁 1。 
65 蔣新衛，《冷戰後中亞地緣政治格局變遷與新疆安全與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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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地區領土面積最大之國家，與中共兩國之間競合關係仍屬微妙。 

從歷史角度與未來長遠發展觀點探究中印兩國關係，其彼此競合關係並不是

非常清晰，這是因為在面對歷史至今的邊界問題時，兩方關係可能是競爭大於合

作，這是由於各自對於利益衝突的維繫。但是，在以未來遠景思索下，兩國除了

邊界問題外，其餘在政治、經濟等等的國力發展角度上，並沒有根本性衝突，66

兩國在國際關係中，都不贊同單邊主義趨勢，且積極推展共同發展趨勢。在經貿

問題上，兩國持續發展也逐漸成為亞太地區數一數二經濟體國家。因此，為了使

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亞太地區發展合作化的前景邁進，兩大國間的合作是勢在

必行的，這也是儘管在邊界地區有所衝突情況下，兩國仍定期每年藉由雙邊論壇

和平對話，更簽署兩國戰略夥伴為彼此間的構連關係。 

參、 地緣安全與經貿利益 

近年來，中共積極推動「一帶一路」戰略，可看出中共積極加強與周邊國家

多邊外交與經貿發展企圖，以強化其國際大國角色且與中亞地區的連結，67在

《地緣戰略與大國安全》中解釋到，「國際地緣關係，指的是國家彼此之間，因

在環境上利益、地緣因素上相關的戰略關係」68。中共位處亞太中心地帶，更是

太平洋與歐亞大陸中樞，在戰略環境上與鄰近各國不盡相同，隨著其大國角色崛

起後所帶動的發展，勢必使其他鄰國有所警惕。69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季辛吉

認為，亞洲與歐洲地緣政治的戰略不同之處，在於亞洲各國皆具有來自各自民族

的特性且易處競爭關係，當一個國家力量明顯增強，其他國家將產生抵制此一力

量的策略，70表示中國崛起發展過程中，勢必要注意與鄰近各國的利益劃分，因

                                                      
66 趙干城，《中印關係現狀‧趨勢‧應對》（北京：時事出版社，2013 年 12 月），頁 210- 

212。 
67 張登及，〈大陸地緣經濟戰略軸心－「一帶一路」〉，《大陸與兩岸情勢簡報》，2014 年 9 

月，頁 3。 
68 沈偉烈、蒲寧編，《地緣戰略與大國安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2 年 8 月），頁 8。 
69 曾美智，〈中共的對外援助策略－地緣戰略視角〉，《國防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6 期， 

2016 年 7 月，頁 79。 
70 王恩湧，《政治地理學：時空中的政治格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6 月）， 

頁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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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國以日益漸增的經濟實力為具體手段，對周圍區域國家提供各項援助政策，

一方面減少與鄰國利益衝突，另一方面鞏固其地緣戰略利益。中共地緣戰略優勢

須透過不同方式保障，其中經濟援助的方式即為其一，而軍事改革則是為了應對

與周邊國家可能產生的武力衝突，另外還有在經貿交流推展時的安全維護。 

為何談及地緣安全與經貿利益必須提及「一帶一路」？這是由於一帶一路主

要路線是由中共境內出發，沿途需經過多個與中共西部相鄰之國家，在身處多樣

政治環境、經貿問題、軍事行動上，都可能間接影響國與國彼此關係。提及衝突

與安全維護問題，西部戰區更是中共往西邊發展下，分隔中亞各國與其領土的第

一道防線，境外不穩定的威脅因素，可能造成「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推展困

境，影響中共西進發展的計畫。而陸上絲綢之路主要運輸工具之一的中歐鐵路，

更是行經境外國家高達26個，最遠距離直至西班牙馬德里，長距離輸送路程為了

能完全排除安全威脅情況，更需搭配妥善安全維護機制，才得以順利進行經貿交

流。71因此，針對「一帶一路」沿途重要連接點、中歐鐵路各節點、集散中心應

備妥處置突發情形的安全部署或防範機制，再次凸顯中共境外維護安全武力的重

要性。 

除此之外，中印之間不穩定關係，也會影響中共經印度洋通往歐洲「21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政策，言為海上絲綢之路，勢必經過多國港口，尤其是在瓜達爾

港，更是中共位處海上航路之重要樞紐，為了減少油氣資源藉由海上輸送時間，

則需藉由中巴經濟走廊連接新疆與瓜達爾港，72因此中共為了中巴經濟走廊延伸

的經貿利益效應，必然採取政治外交協商、軍事手段維繫等方式，以解決地緣因

素可能造成的「一帶一路」安全利益損害。  

                                                      
71 共經過蒙古國、俄羅斯、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白俄羅斯、波蘭、德國、荷蘭、比利 

時、法國、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喬治亞、亞美 

尼亞、亞塞拜然、伊朗、土庫曼、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亦可見〈中歐班列建設發展 

規劃（2016–202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2016 年 10 月 8 日。 

參見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610/P020161017547345656182.pdf（瀏覽日期： 

2018 年 1 月 29 日） 
72 Andrew Stevens, “Pakistan lands $46 billion investment from China,” CNN, April 20, 2015. At  

http: //money.cnn.com/2015/04/20/news/economy/pakistan-china-aid-infrastucture/ (Accessed  

201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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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中共西部廣大領土面積因為地緣要素眾多，無論經濟、軍事等皆

為不可忽視之考量，而為了國家有效發展的戰略企圖，西部戰區即需融合新疆、

西藏兩大區域的戰略構想，由內而外將戰略需求與計畫，透過實際作為展現出

來，像是《上海合作組織—防務安全合作研究》提到的，透過組織內成員國推動

雙邊或是多邊合作，提高彼此戰略合作夥伴政治互信度，以此作為推展軍事合

作、聯合反恐的基礎。73並且在複雜的地緣關係中，中共勢必綜合更多種武裝力

量，並結合對外國際組織來推動經貿、安全需求，藉由多邊國家針對共同安全利

益目標維護，才得以在動盪中的局勢中，替「一帶一路」戰略利益，找到長距離

應對安全的保障機制。 

 

 

 

 

 

 

 

                                                      
73 錢利華主編，《上海合作組織–防務安全合作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 年 2 

月），頁 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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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西部戰區戰略方向面臨之威脅考量 

第一節 中俄關係因素考量 

自前蘇聯 1991年冷戰結束解體後，國際局勢從兩極化轉變為多極化發展，在

現今國際力量對比之下，中共與俄羅斯的整體國力皆位世界大國之列，雖然兩國

在中共成立政權後曾建立同盟關係，但也因為邊境問題導致衝突，進而爆發多次

軍事衝突。儘管兩國在國際事務的立場上，皆反對強權政治壟斷國際事務的推

行，且以和平共處的原則上建立雙向友好關係，1在 2001 年兩國互相簽署《中華

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自此以條約為彼此互信宗旨，以

達到建立政治互信與安全合作作為。2然而，在中共近年持續發展下，中俄兩方為

了各自利益的維護，並無法保證不再產生其他衝突，因此中俄邊境的不穩定局勢

也為中共的國家安全局勢增添不確定的威脅因素。 

壹、 中俄邊境爭端 

邊界劃分是涉及一個國家領土主權的關鍵問題，因此在與他國關係中如若邊

界劃分不清，必然會為兩國間產生具爭議性的議題，鑒於其重要性，如果邊界問

題處理不當，極有可能演變成國與國彼此之間的武裝衝突。3中共與俄羅斯互為陸

地領土廣大國家，在邊境區域更與多國接壤，東部邊境鄰近北朝鮮，西部邊境則

與外蒙古、哈薩克相接，雙方對於領土主權皆具有強烈維護的決心。歷史上中共

與俄羅斯的邊境爭端始於 1689 年，從 1689 年雙邊所簽署的《尼布楚條約》至今

已逾 300 多年，兩國邊界線約長 4300 公里，另又分為東、西兩段。4東段邊境距

                                                      
1  張海霞，《冷戰後中俄關係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12 年），頁 1-2。 
2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人民 

日報》，2017 年 7 月 5 日，版 03。 
3  李敬，〈《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邊界問題分析〉，《東方企業文化》，第 4 期，2012 年 2 

月，頁 231。 
4 〈中國十大邊界線〉，《中文頭條新聞網》，2017 年 2 月 23 日。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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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是從蒙古國界東端至北韓約長 4200公里，西段邊境長度則是由蒙古國西端至哈

薩克長約 54 公里。中俄兩國東段的邊境線起初是 1911 年時，由中共與前蘇聯所

簽署《滿洲里界約》所區分（參見圖 2-1），5而另一段主要與西部戰區相連為中

俄邊界西段區域，此段邊界橫跨蒙古到達哈薩克，界定標準為 1994年中俄簽署的

邊界協定，內容強調尊重三國領土主權，共同訂定出哈薩克、俄羅斯與中共三國

邊界之交會點，此條約在 1999年 5月 5日正式生效。6 

 

圖 2-1：1911年《滿洲里界約》界定中俄東段邊界範圍圖 

    說明：圖中紅線為中俄東段邊境線。 

    資料來源：作者參自 GlobalSecurity.org7  

                                                      
https://www.chinatt.news/6390142300583887362.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1 日） 

5 〈滿洲里界約是誰簽的？滿洲里界約是什麼時候簽訂的？〉，《學歷史網》，2016 年 1 月 21 

日。參見 http://www.xuehistory.com/jindai/57139.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2 日） 
6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Казахстан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об определении точки стык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границ трех государств.”  

1999. At http://base.spinform.ru/show_doc.fwx?rgn=8349 (Accessed 2017/10/12)（獨聯體國家立法 

數據庫） 
7  John Pik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GlobalSecurity.org, At https://www.globalsecu 

rity.org/jhtml/jframe.html#https://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war/images/china-ussr-e- 

88.jpg||| (Accessed 20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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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俄關係一開始並沒有因訂定邊界而使衝突消除，在 1960年代時兩國

因為邊界問題多次爆發軍事衝突，其中東部邊境線因距離較長，為主要衝突發生

的區域。81969 年間中共與蘇聯邊境發生多次軍事衝突，以珍寶島戰役最為嚴

重，使得中蘇兩國彼此關係更加惡化，雖然在珍寶島事件後中蘇雙方制定互不侵

犯條約，但並沒有使兩國的關係正常化，9至 1989 年中蘇兩國領導人共同發表

《聯合公報》確立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基礎，此外，兩國更在 1991年蘇聯解體後共

同簽署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10而於 1994 年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

聯邦關於中俄國界西段的協定》，到了 2004年 10月 14日俄羅斯總統普丁參訪中

國大陸，更以前兩個邊界協定作為基礎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

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使得中俄邊界的爭議大致消除，11而兩國之間長達

約 4300 公里的邊界線界定，直至 2008 年 7 月中俄簽署關於中俄國界東段補充敘

述議定書及附圖後才確定，另一層面意涵也表示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因為邊

界問題的釐清，兩國關係將朝著穩定階段發展。12 

貳、 中俄政軍考量 

中俄兩國分屬世界大國，兩國之間的關係備受國際矚目，現今的中俄關係相

對於前蘇聯時期屬相對平和的階段。從 1992 年至 1996 年間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與

江澤民互訪，使得中俄兩國從「友好國家」提升至「建設性的夥伴關係」，而後

又變為「戰略協作夥伴」。13在 2001 年中俄共同簽署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

                                                      
8 Alexander Lukin, “Territorial Issues in Asia Drivers, Instruments, Ways Forward,” Berlin Con 

ference on Asian Security, 2013, pp. 2-3. 
9 Д.С.Рябушкин, “Чем завершились события на острове Даманском,”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12, 2005, pp 168-170. 
10 何蘭主編，《冷戰後中國對外關係》，（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月），頁 62- 

63 
11 李敬，〈《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邊界問題分析〉，《東方企業文化》，第 4 期，2012 年 2 

月，頁 231。 
12 孫宇挺，〈中俄簽署國界線議定書 4300 公里邊界全線勘定〉，《中國新聞網》，2008 年 7 月 

21 日。參見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8/07-21/1319483.s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6 日） 
13 李靜傑，〈中俄戰略協作和中美俄「三角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第 4 期，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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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中俄兩國在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上奠定法律形式基礎，14接著在 2012 年胡

錦濤與普丁會談時，進一步提出加強兩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胡錦濤指出應

加強主權領土與安全的核心問題合作，並落實邊界地區軍事力量裁減，以促進雙

邊對於邊境的發展與軍事互信程度。15 

此外，2016 年在《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紀念大會中，中共領導人習

近平表示中俄雙方藉由條約已解決邊界問題，並強調會以互信、平等支持兩國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以兩國和平發展為前提，持續保持兩國長達 4300公里邊界的和

平。162017 習近平至莫斯科與俄國總統普丁實施會談時也再次指出，中俄關係處

於歷史最好的時期，彼此要在國際與地區事務中密切配合，把握兩國深化在政治

上戰略互信的機會，普丁則回覆俄中關係將繼續延伸《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

基礎，持續保持雙邊友好的合作機制，共同加強與兩國間全面戰略夥伴協作。17

從過去至今的發展歷程中可以顯見，中俄兩國在發展想法上與習近平闡述的「不

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核心概念漸趨相近，18雙方藉由建立定

期的領導人會談機制，作為落實兩國和平交往的溝通橋樑，在適當時機解決兩國

可能產生衝突的事件，另一方面也針對雙方可能產生的安全問題進行意見交流。 

 

                                                      
年 3 月，頁 42-48。 

14 〈中俄兩國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人民網》，2001 年 7 月 16 日。參見 

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716/6761.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6 日） 
15 張朔，〈中俄元首共見記者 普丁：由衷高興再次來到北京〉，《中國新聞網》，2012 年 6 月 

6 日。參見 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2-06/2791088.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6 

日） 
16 〈習近平在《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 15 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華人民共和國 

外交部》，2016 年 6 月 26 日。參見 http://www.mfa.gov.cn/chn//gxh/zlb/ldzyjh/t1375311.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16 日） 
17 杜尚澤、吳焰、曲頌，〈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丁舉行會談〉，《人民日報》，2017 年 7 月 5 

日，版 01。 
18 石井明，〈中俄關系—從「同盟」崩潰到謀求新型國際關系模式〉，《近現代國際關係史研 

究》，第 1 期，2016 年 6 月，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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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外國勢力介入考量 

中俄關係的形勢發展雖然主要以兩國之間利益為考量，但也不可完全將外部

影響因素排除。中共、美國、俄羅斯分屬世界三個大國，其中俄羅斯是世界面積

最大的國家，而美國、中共分別是世界第一、二大經濟體。在蘇聯解體之前為

美、蘇兩國對立，蘇聯解體後伴隨著中共發展進步程度顯著，美國、中共、俄羅

斯三國間角逐關係動向，更加成為世界關注的大國關係走向，而對於中共來說美

國與俄羅斯的戰略動機，亦是可能影響中共區域安全的因子。 

21 世紀國際發展情勢，美中俄三國關係屬於新世紀的國際關係重點要素，布

魯金斯學會的中國中心主任李成在 2016年美中俄三方關係研討會時曾提到：「當

前美、中、俄三方的關係都在惡化，於此同時中共與俄羅斯也逐漸加強兩國的戰

略夥伴關係。」並比喻當前中俄關係為「歷史最好時期」19。在蘇聯解體後，以

美國為首的西方各國所建立的北約組織，逐漸納入許多蘇聯加盟國為成員國，其

組織成員範圍擴大，大幅度縮減俄羅斯的對外空間，使得俄羅斯開始發覺其所面

臨的威脅除了中共之外，更多還有來自於美國。1994 年中俄元首會晤時曾提出

「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20，依照當時的國際局勢研判，指涉的應該就是美

國，這是因為只有美國能在當時搭配世界強權的稱號。 

2003 年至 2011 年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美國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下，

出兵伊拉克，此舉受到多方國家、國際組織批評。而在 2011年利比亞戰爭時，經

過聯合國安理會審議，由美國為主的國家可在保護平民前提下，授權對利比亞地

區適時採取必要措施，卻遭致俄羅斯、中共、印度等國反對，中俄兩國表示希望

                                                      
19 莉雅，〈美中俄走向新冷戰？（上）〉，《美國之音》，2016 年 8 月 18 日。參見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news-us-china-russia-head-toward-a-new-cold-war- 

20160815/3470154.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 
20 李靜傑，〈中俄戰略協作和中美俄「三角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第 4 期，2014 

年 3 月，頁 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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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平手段解決衝突。21直至 2017 年 4 月，由於敘利亞叛軍使用化學武器攻擊，

美國總統川普下令發射戰斧飛彈轟炸敘利亞空軍基地，並呼籲「所有文明國家」

為結束敘利亞衝突共同努力，22然而，俄羅斯卻持反對意見，表示這是對一個主

權國家的侵略，違反聯合國所訂定的國際法，間接對美俄關係造成重大損壞。針

對此一事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則表示，支持聯合國對使用化學武器的事件進行

調查，但首重目標是要防止敘利亞局勢更加惡化。23顯見美國對上述戰爭的處置

作為，無論是否師出有名，只要進行武力干涉手段解決紛爭都招致中俄兩國的反

彈，並且持續站在美國的對立面，在這樣的情勢發展下使中俄兩國的觀點逐漸相

近，也增添中俄雙方密切交流的機會。此外，21 世紀初西方民主意識抬頭，造成

西方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的衝突引線。在 2003 年格魯吉亞發生的「玫瑰革命」、

2004 年發生在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以及 2013 年發生烏克蘭危機，更是自 2004

橙色革命後，烏克蘭爆發最嚴重的民眾示威抗議活動，24最終結果演變成親歐以

及親俄的對抗局面，更延伸到 2014年發生的克里米亞危機，造成美國為首的西方

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的緊張情勢，以上皆為美國與俄羅斯之間難以和平相處的矛盾

事件。 

從歷史事件看中共、美國、俄羅斯三方關係發展，可得知美國與中俄之間的

矛盾隨著民主政權發展下，關係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更為劇烈。而美國在現在的

國際環境中，也未放棄大國領袖的政策，相較於中俄主張獨立自主、反霸權的戰

略協作夥伴關係，美國與中共、俄羅斯的利益衝突將無可避免。然而，美國總統

川普否定了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所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使得中美之間在亞

                                                      
21 Security Council, “Security Council Approves ‘No-Fly Zone’ over Libya, Authorizing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Protect Civilians, by Vote of 10 in Favour with 5 Abstentions,” United Nations, March  

17, 2011. At http://www.un.org/press/en/2011/sc10200.doc.htm (Accessed 2017/10/20) 
22 楊幼蘭，〈美猛揮戰斧 俄艦攜口徑飛彈馳赴地中海〉，《中時電子報》，2017 年 4 月 8 日。 

參見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408002060-260417（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 
23 〈美導彈襲擊敘基地給中美峰會罩上陰影〉，《BBC 中文網》，2017 年 4 月 7 日。參見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39524184（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 
24 何世煌，〈親歐或親俄，烏克蘭兩難〉，《全球中央》，第 1 期，2014 年 1 月，頁 48-50。 



第二章 西部戰區戰略方向面臨之威脅考量 

29 

 

太區域的對抗情勢有所緩和，未來中俄關係變化進展，仍需考量美國的外交政

策，因為當美國將主要戰略矛頭指向中共時，俄羅斯的壓力相對會減輕；反之，

將換成俄羅斯壓力增加，換成對中共處境有利。25中俄關係雖稱不上完全同盟關

係，但在加入美國的變因之下，兩國關係卻又不可完全切割。 

第二節 中亞區域戰略利益考量 

「中亞」26位處歐亞大陸連接處，屬於歐亞大陸的重要戰略樞紐，以著名的

地緣戰略學家麥金德「大陸心臟說」與「陸權論」觀點思索下，中亞五國位處歐

亞大陸軸心區，其地緣戰略位置不言而喻。此外，除了地緣位置的重要性，其區

域內包含的能源礦產，以及沿線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亦增添了中亞區域的戰略利

益。然而，自蘇聯解體之後，在中亞五國相繼獨立的情況下，中亞的區域局勢逐

漸融入了外國勢力，並融合近年來興起的「三股勢力」，使得中共不得不審慎評

估局勢考量，並採取相關應對中亞地區的因應戰略作為。 

壹、 中共一帶一路戰略考量 

習近平在 2013年出訪中亞和東南亞期間，提出建構「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

（以下簡稱「一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路」）的倡

議，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中共希望藉由「一帶一路」的建設，推動中國大

陸與歐洲、亞洲及非洲各國在區域經濟上互利，因此中共特別制定《推動共建絲

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7。其中說明「一帶」的戰

                                                      
25 李靜傑，〈中俄戰略協作和中美俄「三角關係」〉，《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第 4 期，2014 

年 3 月，頁 42-48。 
26 根據李琪所寫〈中亞所指及其歷史演變〉與陳翰笙《中亞學刊》的發刊詞說明，中亞概念廣義 

而言，分屬多個國家， 而 1978 年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提出的「中亞文明史」中，其界定出 

中亞地區範圍涵蓋了七個國家，有「亞細亞七國」之稱，包括阿富汗、中國西部、印度北部、 

伊朗東北部、蒙古、巴基斯坦、前蘇聯的部分區域；另就狹義角度而言，在前蘇聯解體之後， 

「中亞五國」相繼獨立，分別為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土庫曼、塔吉克等五國。本文 

採用狹義之中亞概念。  
27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等，〈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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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重點會經過中亞、俄羅斯再到歐洲，目的就是為了擴大中共的經貿戰略版圖。

其中在中亞區域的能源、地緣政治以及三股勢力的威脅，皆為中共可能面臨的利

益衝突及考驗，在為維護其戰略利益的考量下，中共勢必會採取戰略作為來因應

對中亞局勢掌握。 

習近平在 2013年所提出「一帶一路」的策略，強調出中共對經貿發展不單侷

限於周邊鄰近國家，而是以亞洲的鄰近各國為發展起點，後經中亞、中東地區延

伸至歐洲更甚是非洲的區域。在此戰略發展路線除了海上絲綢之路，另一重點即

是經中亞五國的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首先面對的即是中亞五國中面積最大的哈

薩克，哈薩克位處歐亞大陸的中心位置，即是麥金德陸權論中的軸心位置，此處

佔據亞洲大陸中心發展的優勢。此外，中亞區域的地緣位置偏向處於內陸，相較

於瀕臨海域型的國家，美國海權力量較為無法企及，因此中共對於亞洲大陸中心

區域掌握程度越佳，未來在推行「一帶」西進發展時的戰略支撐則更加穩固。中

共所提出的「一帶」重點路線有三個走向，一是由中國大陸經中亞、俄羅斯至波

羅的海；二是經中亞、西亞到波斯灣、地中海；三是經由東南亞、南亞到印度洋

（參見圖 2-2）。28其中有兩條規劃路線都須經中亞而後至歐洲，因此中共勢必對

中亞五國的合作關係與影響力必須要有所作為，另外對中亞的區域安全穩定掌握

度上亦是不可疏忽的考量。 

                                                      
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政策研究室》，2015 年 

3 月 28 日。參見 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25 日） 
28 彭念，〈社評：一帶一路打造開放共用經濟合作模式〉，《中國評論新聞網》，2017 年 5 月 

25 日。參見 http://bj.crntt.com/doc/1046/8/7/1/104687188.html?coluid=137&kindid=17671&do 

cid=104687188（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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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一帶一路」路線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自《中國評論新聞網》29 

劉海泉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安全挑戰與中國的選擇〉文中提及，中共

「一帶一路」戰略可能面臨到的挑戰有二，第一是關於傳統安全層面大國間針對

地緣影響力的博弈、領土邊境主權爭端、「一帶一路」途經的區域各國政局不穩

局勢；第二則是非傳統安全的層面，關於恐怖主義的威脅、海上航道的安全考

量、以及跨國組織犯罪等問題，30中共為了應對這些安全問題，勢必要發展自身

軍事能力，並與鄰近區域國家的軍事密切關係，以防對「一帶一路」戰略造成潛

在威脅影響因素。馬麗蓉在〈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安全環境中「疆獨」問題影

響評估〉中，提及關於新疆的疆獨、「東突」問題，為新疆地區帶來不安定的影

響，相對也凸顯出新疆重要的地緣戰略地位，一是由於新疆和中亞五國、阿富

                                                      
29 彭念，〈社評：一帶一路打造開放共用經濟合作模式〉，《中國評論新聞網》，2017 年 5 月 

25 日。參見 http://bj.crntt.com/doc/1046/8/7/1/104687188.html?coluid=137&kindid=17671&do 

cid=104687188（瀏覽日期：2017 年 10 月 30 日） 
30 劉海泉，〈「一帶一路」戰略的安全挑戰與中國的選擇〉，《太平洋學報》，第 23 卷第 2 

期，2015 年 2 月，頁 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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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伊朗同樣位處亞洲大陸軸心地帶，同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具有國際政治

經濟中心的地緣優勢；二是恐怖勢力構成新疆區域性的安全威脅，因此，暴力攻

擊事件對中國大陸境內與一帶一路實施皆具有重大影響。31 

此外，根據《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

動》中提及，「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以貿易暢通、民心相通、政策溝通、資金

融通為主要企圖，32藉由加強政府間溝通，得以充分制定對於區域合作的規劃，

並在「一帶」沿線各國安全基礎上建設聯繫管道，藉由貨幣相通性使得區域內國

家與中共的投資貿易活動得以增長。這些戰略作為的推行，使中共與鄰近各國在

推動國與國之間經濟合作及能源、糧食合作機制時，得以打破傳統國與國之間的

經濟發展限制，33使得中共可以與周邊國家政治、民族建立良好關係，透過區域

間基礎設施在內的互通，更加利於推進區域合作，不僅利於消化中共過剩的各種

產能，更有利於中國大陸西部進一步開發，34同時兼顧西部地區發展與鄰近各國

關係良好發展。簡言之，中共對於「一帶」推動首要就是加強區域安全的維護，

使得在與他國交流時得以順利。相反的，在無法滿足安全考量之情形下，勢必為

中共推行「一帶一路」欲達到的戰略利益有所受限。 

貳、 經濟與能源考量 

隨著蘇聯解體，中亞五國相繼成為獨立國家，其地理位置皆為歐亞大陸軸心

地帶，東與中國大陸接壤，南接阿富汗、伊朗，西又比鄰裏海，北與俄羅斯相

                                                      
31 馬麗蓉，〈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安全環境中「疆獨」問題影響評估〉，《國際觀察》，第 3 

期，2015 年 4 月，頁 109-120。 
3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等，〈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政策研究室》，2015 年 

3 月 28 日。參見 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6 日） 
33 徐黎麗編，《中國邊疆安全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 3 月），頁 188。 
34 〈全面解讀「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國區域發展網》，2014 年 7 月 12 日。參見 

http://www.cre.org.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67&id=7966（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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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更凸顯中亞五國因其地緣位置因素，屬於歐亞大陸中心的「緩衝區」，此戰

略地位增加大國欲介入此區域的企圖，以達到增強國際話語權的目的。35此外，

經濟發展與能源需求息息相關，尤其中共提出「一帶一路」發展的企圖後，能源

更是成為中共與其他大國共相競逐的戰略目標。在國際局勢上曾有許多衝突是因

為能源問題所引起，例如自二戰以來發生了四次能源危機，就是石油所導致的結

果。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與能源需求具有密切關連性，尤其中共在往穩定大國

角色邁進的同時，為提高國內經濟發展程度下，世界強權必然會與中共相繼加入

中亞區域資源角逐的行列。 

中亞區域富有豐富的能源，在蘇聯解體後更是成為大國爭相的熱點，Igor 

Torbakov所寫 The West, Russia and China in Central Asia: What kind of Game is being 

played in the region 中就有提到，21 世紀歐洲、俄國、美國在中亞地區的互動關

係，的確比傳統的地緣政治角逐更為複雜，36此區域在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全

球戰略大思考》一書中被稱為「歐亞巴爾幹」（參見圖 2-3），相對於歐洲列強

爭奪的巴爾幹半島，「歐亞巴爾幹」在面積、人口、種族、宗教上複雜程度更加

不一致。中共對此區域的安全與利益企圖也逐漸增加，大多是因為此區除了黃金

等礦產外，更有豐富的天然氣與石油蘊藏量，37目前中亞地區已是歐盟主要的貿

易夥伴，約占歐盟貿易近三分之一，主要貿易產品多以原油、天然氣、金屬和棉

花為出口產品。38中亞地區豐富的石油與天然氣蘊涵量，對於世界各國來說皆為

發展所需品，在潛在礦產及天然資源蘊藏量不斷提高情況下，使得裏海沿岸的中

亞各國戰略地位持續提昇，進而造成此區成為大國相爭之地。 

                                                      
35 張麗娟，《中亞地區民族問題與中國新疆民族關係：基於地緣政治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4 年 1 月），頁 15-18。 
36 Igor Torbakov, “The West, Russia and China in Central Asia: What kind of Game is being played in the  

region?,” Transition Studies,Vol.1, No. 2, 2006, pp. 27-37. 
37 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新北：立緒文化，2014 年 8 月），頁 163。 
38 “Countries and regions Central Asia,” European Commission, Feb 15, 2017. At http://ec.eu 

ropa.eu/trade/policy/countries-and-regions/regions/central-asia/ (Accessed 20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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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歐亞巴爾幹範圍圖 

     圖片來源：作者參自《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39 

一、哈薩克 

哈薩克地處中亞地區北部，東臨中國大陸新疆，南邊與吉爾吉斯、烏茲別

克、土庫曼相接，西瀕裏海且接壤俄羅斯，北部與俄羅斯相連，哈薩克領土面積

屬於世界最大的內陸國。在能源開採產業方面，為主要哈薩克國民經濟的來源，

40而中亞地區因為區域地質關係，天然油氣儲量豐富，甚至被稱為「第二個中

東」。41而中亞區域五國之中，屬哈薩克天然石油儲量最為豐富，根據 the Oil 

&Gas Journal （OGJ）資料得知，自 1991年以來，哈薩克就是擁有世界第二大石

                                                      
39 布里辛斯基，《大棋盤：全球戰略大思考》（新北：立緒文化，2014 年 8 月），頁 163。 
40 “Kazakhsta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7. At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 

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KZ%2cKG%2cTJ%2cTM%2cU (Accessed 2017/11/12) 
41 張寧，《中亞能源與大國博弈》（長春：長春出版社，2009 年 4 月），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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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儲量的生產國家，截至 2017年 1月止，哈薩克原油儲量約為 300億桶，而其大

部分原油出口地點，以鄰近的歐洲市場居多，另外約有 5％的出口量藉由中哈油

管輸送至中國大陸。42 （參見圖 2-4） 

 

圖 2-4：2016年哈薩克原油出口國家比例圖 

       圖片來源：作者參自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43
 

此外，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資料得知，哈薩克 2016 年國內生產總額

為 133,757百萬美元，其中出口地區以歐盟 50.3%為第一，出口至中國大陸比例為

11.5%，出口至俄羅斯比例為 9.5%。44其中主要出口產品大略分為四項，石油、

礦產占其出口總額 75.1%，農產品 5.4%，加工製品 11%，其餘產品 8.5%，2016

                                                      
42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Country Analysis Brief: Kazakhstan,” 2017. At  

http://www.ieee.es/en/Galerias/fichero/OtrasPublicaciones/Internacional/2017/EIA_Country_Aanly 

sis_Kazakhstan_10may2017.pdf (Accessed 2017/11/9) 
43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Country Analysis Brief: Kazakhstan,” 2017. At  

http://www.ieee.es/en/Galerias/fichero/Ot rasPublicciones/Internacional/2017/EIA_Country_Aanly 

sis_Kazakhstan_10may2017.pdf (Accessed 2017/11/9) 
44 “Kazakhsta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7. At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 

Coun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KZ%2cKG%2cTJ%2cTM%2cUZ (Accessed  

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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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哈薩克主要出口產品是原油、天然氣，其次是銅、鋅、鋁、寶石等金屬、放射

性化學元素及部分農產品。45其中，原油運輸的方式包括鐵路、郵輪或管線輸

送，油管輸送為哈薩克原油主要的運輸方式，亦是哈薩克與中國的原油運輸方式

之一，其中「中—哈油管」共分為三段，西段是阿特勞（Atyrau）到肯基亞克

（Kandagach），再經阿塔蘇（Atasu）至新疆阿拉山口，全長略約 3070公里。46 

一、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位處中亞中部地區，東與吉爾吉斯、塔吉克相鄰，南部與阿富汗接

壤，西部與土庫曼比鄰，北部則與哈薩克相連，因為其鄰國皆為內陸國家，因而

烏茲別克是世界上典型的「雙內陸國」。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資料得知烏茲別克

2016 年 GDP 約 66,502 百萬美元，石油與礦產占其出口總額約 44.6%，農產品約

20.9%，加工製品 24.1%，其餘產品 10.4%。472016 年烏茲別克主要出口產品包括

石油、礦物燃料、寶石等貴金屬、棉花、服裝原料等類別。48另外，根據 the Oil 

&Gas Journal 資料得知，2015 年時烏茲別克的石油和其他燃料資源的產量平均

值，約為每天 7.89 萬桶產能，2016 年時烏茲別克的原油儲量達 5.94 億桶，其主

要油田分佈在布哈拉、蘇爾漢河、卡什卡達里亞、費爾幹納、納曼幹、安集延等

六個地區。49同時烏茲別克也是繼俄羅斯與土庫曼後，在歐亞大陸上第三大的天

然氣出產國，至 2015 年 1 月截止，烏茲別克已探明的天然氣儲量達 65 萬億立方

                                                      
45 Daniel Workman, “Kazakhstan’s Top 10 Exports,” World’s Top Exports, Oct 11, 2017. At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kazakhstans-top-10-exports/ (Accessed 2017/11/7) 
46 張寧，《中亞能源與大國博弈》（長春：長春出版社，2009 年 4 月），頁 29-30。 
47 “Uzbekista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7. At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 

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KZ%2cKG%2cTJ%2cTM%2cUZ (Accessed 2017/11/12) 
48 Daniel Workman, “Uzbekistan’s Top 10 Exports,” World’s Top Exports, Nov 5, 2017. At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uzbekistans-top-10-exports/ (Accessed 2017/11/7) 
49 Neftegaz.RU, “АНАЛИТИКА // НЕФТЬ И ГАЗ Нефть, газ и энергетик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Jun 24,  

2016. At https://neftegaz.ru/analisis/view/8429-Neft-gaz-i-energetika-Uzbekistana (Accessed  

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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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尺，50出口量近 265 億立方英尺，大多部分是出口至俄羅斯、中國大陸以及哈

薩克等國家。51  

二、吉爾吉斯 

吉爾吉斯位處中亞東部，東與中國大陸相連，南部與塔吉克接壤，西部與烏

茲別克比鄰，北部則是哈薩克。吉爾吉斯已探勘的礦產開產地約略兩千多處，出

產稀有金屬、煤炭、石油、天然氣，其中汞的資源含量約 2.5 萬噸，其儲量是獨

立國家國協成員國中最豐富的國家。52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資料得知，吉爾吉斯

2016年 GDP約 6,551百萬美元，出口地區以瑞士占 45.5%為最高，出口至哈薩克

與俄羅斯比例分別為 10.6%以及 10.2%。53石油與礦產只占其出口總額 7.2%，農產

品約 9.9%，加工製品 21.3%，其餘產品 61.5%，2016年吉爾吉斯主要出口產品是

黃金、寶石、蔬果、飛機，航天器、車輛以及服飾等。54 

三、塔吉克 

塔吉克位處中亞東南部地區，東與中國大陸相鄰，南部與阿富汗接壤，西部

與烏茲別克比鄰，北部則與吉爾吉斯相連。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資料得知，塔吉克

2016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為 6,922 百萬美元，出口地區以俄羅斯 37.4%為最高，出

口至歐盟與烏茲別克則分別為 35.3%、14.1%。55塔吉克能源儲量以水資源占 90%

                                                      
50 Jeffrey Hays, “NATURAL GAS, OIL AND ENERGY IN UZBEKISTAN,” Facts and Details, 2016.  

At http://factsanddetails.com/central-asia/Uzbekistan/sub8_3f/entry-4737.html (Accessed 2017/11/9) 
51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EIA）, “UZBEKISTAN,” 2016. At  

https://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cfm?iso=UZB (Accessed 2017/11/9) 
52 張麗娟，《中亞地區民族問題與中國新疆民族關係：基於地緣政治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14 年 1 月），頁 18-19。 
53 “Kyrgyz Republic,”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7. At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 

file/WSDBCoun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KZ%2cKG%2cTJ%2cTM%2cUZ 

cTM%2cUZ (Accessed 2017/11/12) 
54 Daniel Workman, “Kyrgyzstan’s Top 10 Exports,” World’s Top Ex-ports, Oct 16, 2017. At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kyrgyzstans-top-10-exports/ (Accessed 2017/11/9) 
55 “Tajikista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7. At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 

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KZ%2cKG%2cTJ%2cTM%2cUZ (Accessed 201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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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宗，煤炭與油氣資源各占 9%及 1%，由於塔吉克國土約五分之四以上都屬海

拔 3000米以上地形，致使開採難度高。56另外根據 2015年 Asia-Pacific Trade and 

Investment Report資料得知，塔吉克因為對自然資源依賴程度高，商品貿易的價格

容易受到波動，而其主要出口國是中國大陸、俄羅斯以及哈薩克，三國出口額總

和占塔吉克約 80%，主要進口國是哈薩克、土耳其、瑞士，主要出口金、鋁、

鋅、鉛等金屬和棉花等農產品。57 

四、土庫曼 

土庫曼位處中亞西南部地區，東部與北部與烏茲別克、哈薩克相鄰，南部與

阿富汗、伊朗接壤，西瀕裏海，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資料得知，土庫曼 2016年的國

內生產總值36,180百萬美元，出口地區以俄羅斯41.1%為最高，出口至歐盟19.3%

與伊朗 9.7%分別為第二大第三大出口貿易國。582016 年土庫曼在全球整體出口比

例中，以石油、天然氣的出口比例最高，包括石油在內的礦物燃料占出口總額的

87％，棉花占 6％，船舶占 3％，塑化原料及相關製品占 0.9％，鹽、硫、水泥占

0.5％，化學肥料占 0.4％，紡織品占 0.4％等，最後是包括電腦在內的電器占 0.2

％。其中，前十大出口類別中船舶、船隻增長最快，比 2009年開始後的 7年增長

了 5,895％，其二是鹽，硫，石，水泥類，漲幅約 2,272％，土庫曼化學肥料為第

三快的增長產品，漲幅達 1,091％。59 

 

                                                      
56 張寧，《中亞能源與大國博弈》（長春：長春出版社，2009 年 4 月），頁 98。 
57 The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ESCAP）, “Asia-Pa 

cific Trade Briefs Tajikistan,” ASIA-PACIFIC TRADE AN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At https://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APTIR%202015%20Brief%20Tajikistan%20FINAL.pdf  

(Accessed 2017/11/10) 
58 “Turkmenista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17. At 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 

Coun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KZ%2cKG%2cTJ%2cTM%2cUZ (Accessed  

2017/11/12) 
59 Daniel Workman, “Turkmenistan’s Top 10 Exports,” World’s Top Exports, May 9, 2017. At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turkmenistans-top-10-exports/ (Accessed 20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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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三股勢力威脅影響 

中亞各國雖然民族繁多，但在一定程度上各國民族在文化各方面仍有著部份

相似之處，且因各國間彼此合作狀況頻繁，常常被國際上視為一個整體。然而，

另一方面，中亞各國之間同樣存在著矛盾、衝突，加上近年來全球化發展局形

勢，以及中共推動「一帶」戰略，中亞區域除受到國家行為體介入外，也參雜部

分非國家行為體的威脅。這些非國家行為體近來對國際局勢安全造成劇烈影響，

主要來自於「三股勢力」，分別為國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

力，60此三股勢力表現形式上雖有所差異，但其核心宗旨並無明顯區別，多以宗

教極端思想作為凝聚意識型態的中心，再以各族群之間產生衝突下以「民族獨

立」來維護民族利益當作說詞，一方面改變思想意識，一方面從衝突中製造輿

論，接著以暴力恐怖活動訴諸動機，達到破壞各個國家社會安定為目的。61 

在中亞地區對「三股勢力」極端分子來說，有著地形複雜優勢，外界難以窺

探其恐怖組織全部面貌，此外加上大多區域民族複雜性的特點，得以藉由非法販

毒、武器買賣籌備恐怖攻擊資金。在 1991年蘇聯解體前，許多民族藉由衝突中互

相達到融合，這是因為原本在蘇聯統合之下的地區規範仍可達到衝突平衡，但是

當蘇聯解體後，各共和國相繼獨立情勢下，使得原蘇聯的主導思想與組織體系瓦

解，62各民族之間因利益又激起衝突，極端主義分子藉機出現，以極端思想作為

各恐怖主義組織的思想依歸，開始對中亞的安全環境帶來潛在危險，更造成鄰近

歐洲各國、中國大陸邊境地區的不穩定。 

                                                      
60 許勤華，《新地緣政治：中亞能源與中國》（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7 年 2 月），頁 

15。 
61 杜建民，〈淺談「三股勢力」的發展特點及應對策略〉，《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5 

期， 2009 年 10 月，頁 86-89。 
62 杜建民，〈淺談「三股勢力」的發展特點及應對策略〉，《重慶社會主義學院學報》，第 5 

期， 2009 年 10 月，頁 8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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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1 月，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對外發表「『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

責」文中說明，恐怖主義對國際社會安全與秩序構成威脅，「東突」勢力的建

立，使得國家安全受到威脅，因而危害到中國大陸各民族的生命、財產安全以及

社會的穩定基礎。63自此之後，「東突」在中國大陸境內即被視為恐怖主義的代

名詞，其意義概括廣義的三股勢力說法。但從董立文著作《爭辯中的新疆問題與

中國國家安全—典範的對立與民族宗教、維穩反恐工作的糾結》中提及，大部分

海內外媒體會將中共官方使用的「東突」轉化為非正式使用「疆獨」一詞，因此

「東突」、「疆獨」與「三股勢力」皆可為中共對恐怖主義的統稱。64 

一、國際恐怖勢力 

根據聯合國中亞地區預防性外交中心（UNRCCA）負責人 Jenca Miroslav 表

示，針對恐怖主義的打擊必須立即採取行動，而國家之間的動盪就是極端份子組

織犯罪的契機。在蘇聯解體後，中亞各國雖然進行多次談判，但對此複雜區域的

協調，從未達成彼此皆可接受的條件，也因此使得國與國之間關係並不穩定，致

使吸引來自他國的恐怖主義份子，65更甚至中亞地區恐怖主義組織份子，還將恐

怖勢力活動擴散至中亞以外的國家，因而可得知恐怖主義是不受國界侷限的。 

恐怖勢力指的是為追求政治、宗教目的或達到意識型態訴求，透過使用暴力

或暴力攻擊的行動表達，可以藉由政府、非國家行為體或普通平民來執行，通常

不僅是為了造成單一受害者為目的，同時更針對廣泛社會為其目標。66由於中亞

各國對恐怖主義的應對手段效果難有顯著成效，使中亞地區的恐怖勢力並無減緩

                                                      
63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東突」恐怖勢力難脫罪責〉，《人民網》，2002 年 1 月 21 日。 

參見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3586/20020121/652705.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3 日） 
64 董立文，《爭辯中的新疆問題與中國國家安全—典範的對立與民族宗教、維穩反恐工作的糾 

結》（桃園：中央員警大學出版社，2015 年 3 月），頁 253-254。 
65 “Terrorism in Central Asia Needs to Be Battled Now: UN Expert,” United Nations Public Administra 

tion Network, Sep 10, 2010. At http://www.unpan.org/PublicAdministrationNews/tabid/115/mctl/Arti 

cleView/ModuleID/1467/articleId/22702/Default.aspx (Accessed 2017/11/13) 
66 Jonathan Matusitz, Terrorism &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lifornia: Sage, 2013),  

p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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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同時間在中亞區域內又存在著眾多民族為維護利益而彼此對抗的衝突，以

及藉由宗教名義組成的組織活動，使得三股勢力得以與其交流，成為更壯大的影

響勢力，67此一勢力直接影響中亞區域的安全，更同時造成各個國家安全穩定的

隱憂。 

二、民族分裂勢力 

自從前蘇聯解體後，中亞五國即邁向多民族化的國家，由於其民族關係複

雜，更多屬於跨界融合民族，但實際上仍然有著主要民族人口比例，另外由於多

民族之間仍因彼此利益持續有所紛爭，而衝突結果甚至可影響到國與國關係的層

面，間接引發國家間衝突。此外，非主要民族亦因利益長期受損，使得部分跨國

的非主要民族為求擺脫原屬地的國家，因而引發民族分裂勢力的興起，68而中亞

地區的民族分裂勢力，不僅會對中亞地區的穩定造成威脅，更甚至對鄰近的中共

國內安全穩定造成影響。由於中亞民族分裂勢力甚至可能與中共新疆的「東突」

份子合作，為在中國大陸搞分裂的「東突」組織或團體提供活動空間，使得民族

分裂勢力份子有生存空間策畫恐怖襲擊行動，對中共境內的國家安全造成威脅。 

三、宗教極端勢力 

在 1991年蘇聯解體前，其聯盟境內共有一百多種民族，這些民族之中有三十

種以上的少數民族信仰屬於伊斯蘭教徒，其中聚居在中亞區域各民族主要以烏茲

別克、塔吉克、土庫曼、吉爾吉斯、哈薩克、亞塞拜然占多數，另就獨立國家而

言，哈薩克、烏茲別克、塔吉克、土庫曼、吉爾吉斯與亞塞拜然各自也分別是前

蘇聯共和國中，六個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69由此可見，無論從民族角度、國

                                                      
67 李渤，〈「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中亞地緣安全因素〉，《揚州大學學報》，第 21 

卷第 1 期，2017 年 2 月，頁 36-42。 
68 李渤，〈「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中亞地緣安全因素〉，《揚州大學學報》，第 21 

卷第 1 期，2017 年 2 月，頁 36-42。 
69 沈翼鵬，〈沈翼鵬：中亞五國的宗教問題及其對政局的影響〉，《中國宗教學術網》，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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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文化、歷史面向作探究，中亞即是伊斯蘭教主要的群居地區，更是中亞各國悠

久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將宗教視為群眾基礎與精神信仰的來源，因此以宗教

為號召的極端勢力所造成的影響可見一斑。 

綜合論之，中亞「三股勢力」與中共的恐怖襲擊勢力主要皆以民族分裂事實

為號召，融合宗教思想作為其意識型態，接著由暴力手段反映訴求的恐怖攻擊勢

力，不僅為中亞地區帶來不同程度的安全傷害，也間接影響到與多國相連的中國

大陸，對中共廣大新疆地區帶來安全威脅。尤其是從歷史角度看「三股勢力」的

發源來探究民族分裂的主義思想，其思想根源要從「泛伊斯蘭主義」與「泛突厥

主義」分別探究，首創「泛伊斯蘭主義」是阿富汗人賽義德·哲馬魯丁·阿富汗

尼，有著「伊斯蘭教馬丁·路德」的稱號，因為在 1856 年經歷過英國對印度民族

的鎮壓，以及伊斯蘭國家的落後景況，而開始與當時部分穆斯林國家的領袖提出

成立「伊斯蘭同盟」革新想法，目的為的是能共同抵抗西方國家的侵略。70然

而，這個初始想法卻被民族分裂主義者歪曲原意，強調建立以伊斯蘭國家統一的

政府，透過「聖戰」來表現對其宗教認同感以及信仰，進而將這個思想意識轉換

為民族分裂的依據。另外有關於「泛突厥主義」是起源於沙俄統治時期的韃靼族

地區，在此期間沙俄政府針對克里米亞地區，欲實行民族壓迫手段與同化政策，

使得區域內韃靼族的反彈，因此為了抵抗當時沙俄政府推行的泛斯拉夫主義的影

響，伊斯馬勒‧伽思普林斯基藉由泛伊斯蘭主義的模式，勾勒出建立統一突厥語族

的國家藍圖規畫，71而「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也因最終目的相類

似，經由時空融合後兩者甚至在不同時期皆提出相同的思想訴求。 

                                                      
7 月 6 日。參見 http://iwr.cass.cn/zjyzz/201607/t20160706_3425730.s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14 日） 
70 杜凡一、彭濤，〈「雙泛主義」與新疆民族分裂主義活動〉，《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19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21-25。 
71 杜凡一、彭濤，〈「雙泛主義」與新疆民族分裂主義活動〉，《長春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19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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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來說，中亞地區各國因蘇聯的解體，導致信仰與文化的崩解，使得原本

被壓抑的各民族蓄勢爆發，為求得獨立自主彼此之間產生了衝突與矛盾，更開始

藉由激烈的武裝衝突以達到其政治訴求，因而此情形也造成中亞地區嚴重的社會

安全問題。在此「三股勢力」發展情勢下，與中亞相鄰的中共新疆不免受到影

響，更因新疆幅員廣大，部分地區仍屬交通與訊息傳遞不便之位子，較為容易形

成恐攻分子發展組織的地域，除直接對新疆地區造成安全顧慮，也為中共境內帶

來未知的威脅。此外，美國因「9‧11」事件後，藉著打擊「三股勢力」的說法，

藉此出兵介入了中亞地區局勢，因此為了阻止美國影響歐亞大陸事務趨勢過多，

中共對於「三股勢力」的遏止手段與控制勢必要有所加強，以避免美國藉此原由

塑造持續介入亞歐地區的藉口。 

肆、 上海合作組織 

從為瞭解解決區域邊界爭端問題的「上海五國」，到了加強聯合反恐軍演而

建立的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在經過多年的發展

下，逐漸變成國際上主要以反恐作為為核心宗旨，並同時防範跨國組織犯罪等多

元化的國際組織體系。另外近年來也針對國與國間貿易、文化等非傳統安全領域

中，藉由擴大定期合作機制，以增強各成員國所屬地區內的和平穩定，但隨著 21

世紀國際關係變化以及美國在中亞地區介入下，「上海合作組織」的機制也逐漸

朝利益導向的安全合作方式前進。72 

一、「上海合作組織」成立的戰略意義 

上海合作組織最初是由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塔吉

克等國宣布於 2001 年 6 月 15 日在上海成立，為永久政府間國際組織運作，在

                                                      
72 劉海泉，〈「一帶一路」戰略的安全挑戰與中國的選擇〉，《太平洋學報》，第 2 期，2015 年 

7 月，頁 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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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各成員國簽訂了《上海合作組織憲章》，明確訂定組織的宗旨及相關制

度執行。上合組織強調加強各成員國的互信機制與友好關係，並持續推動組織的

「上海精神」，主要強調對外奉行不結盟、不針對其它國家、地區，另外透過互

信且平等的協商方式，致力所屬成員國的區域和平與穩定。73上合組織政府峰會

定期每年一次，針對討論上合組織成員國多邊合作、經濟及其他領域合作相關的

問題。然而，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執行委員會主任日前在烏茲別克受訪

時表示，作為一個地區安全組織，上合組織的根本任務仍是以提高各成員國間的

合作水準，增強共同預防、打擊「三股勢力」以及跨國犯罪為目的。74目前上海

合作組織共有中共、俄羅斯、印度、哈薩克、吉爾吉斯、巴基斯坦、塔吉克以及

烏茲別克等八個成員國，另有阿富汗、白俄羅斯、伊朗、蒙古國等四個觀察員

國，亞塞拜然、亞美尼亞、柬埔寨、尼泊爾、土耳其及斯里蘭卡等六個對話夥

伴。75 

「上海合作組織」最早是在 1996年由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以及

塔吉克五國國家元首在上海晤談後而產生的組織構想，起初是為了應對蘇聯解體

後衍生的邊境問題爭端，由於中蘇邊界在蘇聯解體後，由北至南分別獨立而成為

中俄、中哈、中吉、中塔邊界，因此五國在上海共同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

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企圖解決中共與各國間可能產生的邊境衝突，而五國也

共同決定每年輪流主辦元首定期會議，以制定符合時宜的邊境安全協議。1997 年

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內容指出，限制國與國邊界軍

事力量的裁減，以換得五國彼此間軍力互信基礎。1998 年五國提出將擴大更廣泛

的安全領域，不僅單純著重在邊界安全問題上進行合作企圖下，更提出促進區域

                                                      
73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上海合作組織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 

GANISATION, 2001. At http://eng.sectsco.org/about_sco/ (Accessed 2017/11/20） 
74 吳剛，〈專訪：打擊「三股勢力」依然是上合組織的根本任務之一〉，《每日頭條》，2017 年 

7 月 11 日。參見 https://kknews.cc/zh-tw/world/xrr8p2q.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75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上海合作組織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 

GANISATION, 2001. At http://eng.sectsco.org/about_sco/ (Accessed 2017/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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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加強五國間經濟合作等議題，進一步鏈結五國之間的經貿關係，此外，

1998 年會晤與 1996 年、1997 年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前兩次會晤皆是以中共\為一

方，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為另一方的雙邊晤談模式，而 1998年時

五國晤談則轉為五國間各自為一方的多邊會晤。761999 年定期會議後，五國元首

共同簽署了《比什凱克聯合聲明》，提出共同打擊恐怖主義、販毒及其他跨國犯

罪行為，並且嚴重聲明反對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思想，慎重強調抵制有

損害五國中任何一國的主權、安全以及社會秩序的行為。772000 年，回顧總結了

「上海五國」的發展歷程，會談之特點與以往不同在於俄羅斯總統替換，俄羅斯

新總統普丁首次與會，而烏茲別克總統亦為首次以觀察員代表與會。此外，五國

會談之後發表《杜桑貝聲明》，提出加強聯合軍事演練以提高國與國間相互協調

的經驗，並增加定期舉行上海五國之間國防部長與機構的交流會議，另外透過適

時舉行聯合反恐演習強化反恐效能，且反對使用武力威脅國與國之間的關係。78 

至 2001年，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六國元首

在上海會談，並簽署《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正式承襲「上海五國」機制特

點，建立以國家元首會議為最高決策機構的「上海合作組織」，更為擴展對原來

區域性的影響力。從原來單純傳統軍事威脅所做出的應對，到為因應融合非傳統

軍事浪潮的國際情勢中，在能達成維護成員國領土安全的基礎之上，更為強化原

來上海五國的機制，持續深化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合作，並簽署了《打擊恐

                                                      
76 宗和，〈1998 年「上海五國」第三次元首會晤〉，《東方新聞》，2001 年 6 月 11 日。參見 

https://new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29/1/class002900025/hwz408585.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20 日） 
77 〈中、俄、哈、吉、塔五國會晤〉，《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1 年 11 月 7 日。參見 

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t8984.shtml（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0 日） 
78 趙華勝，〈「上海五國」機制的形成及特點〉，《國際觀察》，第 2 期，2001 年 4 月，頁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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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實質上也從非國際組織的「上海五

國」成為正式具有組織規章的國際組織。79 

二、「上海合作組織」反恐政策與成效 

上海合作組織由「上海五國」定期會晤機制發展成區域性的國際組織，其主

要職能包含成員國地區安全、彼此經濟合作交流等，更因美國「9．11」恐怖攻

擊事件後，2002年6月在聖彼德堡峰會上簽署成立地區反恐機構的協定，於2004

年開始運作。80此機構主要任務是與聯合國安理會、反恐委員會、上合組織成員

國保持聯繫，共同建立應對全球性威脅的反應機制，以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

和極端主義為目標，81這是上合組織在聯合反恐與維護區域安全的重要職能作為

之一，尤其在當前全世界恐怖主義、宗教極端勢力和民族分裂主義「三股勢力」

猖獗情勢下，此一機構維護和平穩定的職能也備受重視。 

上合組織其前身「上海五國」在2000年《杜尚別聲明》中提及，為展現聯合

打擊對地區安全構成威脅之民族分裂主義、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決心，更

制定對應的多邊條款，簽署各項合作條約與協定，並透過定期召開五國邊防、海

關等安全部門會談，針對反恐的因應執行作為與意見進行交流，另外再藉由彼此

之間定期舉行反恐演習，提升突發狀況的應急能力。82在上合組織成立後，為了

有效執行相關反恐作為，於2004年開始運作上合組織地區反恐機構，統整一切成

員國領土內所發生的恐怖攻擊組織與事件。從2002年中國首次與單一國家舉行聯

合反恐演練，至隔年首次多邊國家以「反恐」為目的進行「聯合-2003」軍演開

                                                      
79 王金存，〈具有歷史意義的跨越—從「上海五國」到「上海合作組織」〉，《世界經濟與政 

治》，第 9 期，2001 年 9 月，頁 76-81。 
80 “About The Regional Anti-Terrorist Structure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The Re 

gional Anti-Terrorist Structure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Rats SCO）, Apr 5, 2004. At  

http://ecrats.org/en/news/187 (Accessed 2017/11/22) 
81 “Tashkent Summit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 

public of Uzbekistan, Jun 25, 2016. At http://mfa.uz/en/press/sco-uzbekistan/sconews/7761/ (Accessed  

2017/11/22) 
82 〈中、塔、俄、哈、吉五國《杜尚別聲明》〉，《人民網》，2000 年 7 月 5 日。參見 

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1/10/20000705/131545.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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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中共開始與鄰近他國實施定期聯合軍演，大多目的以反恐為目標進行軍事交

流，到了2017年的「天山-3號」共計完成約16次與他國聯合反恐軍事操演。（參

見表2-1） 

表 2-1：上合組織成員國歷年聯合反恐軍事演習紀錄表 

年度 聯合軍事演習代稱 參與國家 目的 中共參與部隊 

2002年 「演習-01」 中國、吉爾

吉斯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邊防部隊 

2003年 「聯合-2003」 中國、哈薩

克、吉爾吉

斯 、 俄 羅

斯、塔吉克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武警部隊 

2005年 「和平使命-2005」 中國、俄羅

斯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空

軍部隊 

2006年 「天山-1號」 中國、哈薩

克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 

公安特警 

「協作-2006」 中國、塔吉

克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 

2007年 「和平使命-2007」 中國、哈薩

克、吉爾吉

斯 、 俄 羅

斯 、 塔 吉

克、烏茲別

克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空

軍部隊 

「合作-2007」 

 

中國、俄羅

斯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武警部隊 

 

「攜手-2007」 中國、印度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 

2009年 「和平使命-2009」 中國、俄羅

斯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空

軍部隊 

2010年 「和平使命-2010」 哈薩克、中

國、吉爾吉

斯 、 俄 羅

斯、塔吉克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空

軍部隊 

 

2011年 「天山-2號」 中國、吉爾

吉斯、塔吉

克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 

公安特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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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和平使命-2012」 中國、哈薩

克、吉爾吉

斯 、 俄 羅

斯、塔吉克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空

軍部隊 

 

2013年 「和平使命-2013」 中國、俄羅

斯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空

軍部隊 

 

「合作-2013」 

 

中國、俄羅

斯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武警部隊 

 

2014年 「和平使命-2014」 中國、哈薩

克、吉爾吉

斯 、 俄 羅

斯、塔吉克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空

軍部隊 

 

2015年 「攜手-2015」 中國、印度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 

「獵狐-2015」 中國、哈薩

克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特種部隊 

「友誼-2015」 中國、巴基

斯坦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 

2016年 「合作-2016」 

 

中國、俄羅

斯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武警部隊 

 

「和平使命-2016」 中國、哈薩

克、吉爾吉

斯 、 俄 羅

斯、塔吉克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空

軍部隊 

 

2017年 「天山-3號」 中國、吉爾

吉斯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陸軍部隊、 

公安邊防 

「合作-2017」 中國、俄羅

斯 

聯合反恐 

軍事演習 

武警部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根據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第三十一次會議對外發表公報得知，2017

年整年度針對使用網路企圖從事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的活動成果，以

及上合組織各成員國聯合反恐演習的有關情況，在會談後也批准地區反恐機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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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會工作計畫、打擊「三股勢力」工作計畫。83此外，從2017年上海合作組織元

首理事會新聞公報也提及，支持阿富汗為擺脫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的威脅持續努

力，並表示聯合國應作為阿富汗在國際社會中穩定發展的協調角色，各國元首也

強調會繼續加強對安全威脅的合作，以維護各成員國的安全考量，尤其是針對散

播「三股勢力」思想的行為體。84各成員國元首共同簽署《上合組織反極端主義

公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上合組織反恐怖

主義公約》、《上合組織成員國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2016年至

2018年合作綱要》以及《聯合國全球反恐戰略》等公約、綱要，85核心主旨皆為

鞏固組織成員國能在反恐威脅情勢下，藉由相關公約制定，達到各國間聯合對抗

國際恐怖勢力之效。 

第三節 中印關係因素考量 

印度為南亞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且與中共領土相連，兩國隨著彼此國力日

趨發展並往世界大國角色邁進，另外在「一帶一路」策略下，瀕臨印度洋的印度

也成為歐亞地緣環境下海上絲路所經的重要國家。然而，半個多世紀遺留下來的

邊界問題，導致的中印兩國關係並不和諧，更進而阻礙兩國在政治、經濟與軍事

上的交流。邊界的持續爭端亦使得兩國之間低互信的影響，因而兩國在戰略互動

具有相當程度的博弈色彩。86此外，一直存在的藏獨問題也使得中共的領土主權

受到威脅，加上分裂勢力所帶來的影響與邊界問題交雜，又有其餘外國勢力對中

                                                      
83 〈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怖機構理事會第三十一次會議新聞公報〉，《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 

部機構》，2017 年 9 月 18 日。參見 http://ecrats.org/cn/news/6971（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22 日） 
84 “Press release on the result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Heads of State Council Meet 

i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Jun 9, 2017. At  

http://eng.sectsco.org/news/20170609/289274.html (Accessed 2017/11/22) 
85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會議新聞公報〉，上海合作組織，2017 年 6 月 8 日。參見 

file:///C:/Users/adam/Downloads/sgg2017.pdf（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22 日） 
86 吳兆禮，〈中印邊界問題的緣起、談判進程與未來出路〉，《南亞研究》，第 4 期，2013 年 

12 月，頁 4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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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兩國關係的影響下，使得中共和印度一直處於變動階段的戰略關係與環境中，

因而推論未來中印關係的走向，勢必也將提高亞太的地緣區域複雜性。 

壹、邊界之爭與藏獨問題 

從 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發生至今已逾 57個年頭，2017年 6月時中印雙方在

洞朗地區因中共修築公路問題，可能影響到不丹邊界領土主權，而形成中印兩國

武裝對峙局勢，87直到 8 月 28 日，印度無條件將中印邊界錫金段的印軍撤離，才

使得洞朗對峙事件落幕，中共表示會以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基礎上，維護中國大陸

邊界和平，並行使相關領土主權所賦予的權利。88中印邊界目前共分為東、中、

西三段，全長約 2000公里。其中東段邊境主要爭議區在不丹以東一線，中屬西藏

與印度阿魯納恰爾邦的接壤處，中共又稱之為藏南地區（參見圖 2-5）；中段邊

界爭議區為西藏阿里地區與印度所屬喜馬偕爾邦、北阿坎德邦接壤部分（參見圖

2-6）；西段則是中共新疆、西藏與印屬拉德克地區接壤處，又稱為阿克賽欽區域

（參見圖 2-7）。在 2008 年中共的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刊登一篇「西藏自古以來

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章，其內容闡述起始唐朝開始，歷經各朝代

的更迭之後，西藏地區一直是受中國統治的區域，到了中華民國成立初期時的

《中華民國臨時憲法》中也提及，中華民國是漢、滿、蒙、回、藏等民族為一體

的共和國。89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宣稱：「中國人民解放軍要解放西

藏、新疆、海南島、台灣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土。」而當時的西藏政府與中共經歷

                                                      
87 Steven Lee Myers, Ellen Barry & Max Fisher, “How India and China Have Come to the  

Brink Over a Remote Mountain Pas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 2017.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7/07/26/world/asia/dolam-plateau-china-india-bhutan.html (Accessed  

2017/11/30) 
88 〈2017 年 8 月 28 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 年 8 月 28 日。參見 http://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487864.shtml 

（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 
89 〈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2008 年 

11 月 28 日。參見 http://www.zytzb.gov.cn/tzb2010/S1829/200911/574195.shtml（瀏覽日期： 

2017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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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交戰後被擊敗，因而與中共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

放西藏辦法的協議》90，此一協議也再次確立西藏為中共主權領土所屬之地區。 

然而，提倡西藏獨立的勢力至今尚存，仍是中共時至今日未能妥善解決之問

題。西藏是否擁有主權獨立的爭論，可追溯到 18世紀後期，當時盛行帝國主義的

英國積極拓展海外殖民地，印度即為當時英國海外殖民地之一，而印度領土部分

又與西藏接壤，英國政府如果要探訪西藏地區，則必須與當時清朝政府做出條約

協議。英國為使清朝政府敞開西藏大門，更於 1888、1904 年發動侵略西藏的戰

爭，當時清政府內部並未有效提供藏區支援，導致西藏在前後兩次戰爭中皆以失

敗收場，致使當時西藏當權者對於清政府統治產生動搖。911912 年民國初期，英

國向北京政府提交「817 備忘錄」，當時英國所提及的備忘錄內容旨在淡化中國

大陸對西藏的主權，因其內容並未得到當時中國政府正面回應，隔年 1913年，英

國為了促使西藏從中國領土中獨立，迫使中國派出代表參與「中英藏三方會議」

92，而英國政府派出麥馬克洪為代表，舉行會議地點為英國殖民地印度所屬的城

市西拉姆，因此「中英藏三方會議」又被稱為「西拉姆會議」。在「西拉姆會

議」中，西藏代表是史上唯一一次以平等身分與中國、英國代表參與會議，而

「西拉姆會議」會議結果，因為中方拒絕英方所提出的協議內容而失敗，然而英

方代表麥克馬洪卻不顧會議結果與西藏代表私自協議，以「麥克馬洪線」為分界

線，而非原本中印邊界傳統的習慣線，將西藏所屬部分土地劃入了當時英國殖民

的印度領土範圍，93此舉也造成後來中印東段邊境的領土區域爭端。 

                                                      
90 桑傑嘉，〈六十六年後再看《十七條協議》〉，《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2017 年 6 月 

16 日。參見 http://xizang- 

zhiye.org/2017/06/%E5%85%AD%E5%8D%81%E5%85%AD%E5%B9%B4%E5%BE%8C%E5%86 

%8D%E7%9C%8B%E3%80%8A%E5%8D%81%E4%B8%83%E6%A2%9D%E5%8D%94%E8%A 

D%B0%E3%80%8B/（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29 日） 
91 胡巖，〈近代「西藏獨立」的由來及其實質〉，《西藏研究》，第 1 期，2000 年 2 月，頁 17- 

29。 
92 馬加力，〈策動西藏獨立的西姆拉會議史實辨正〉，《和平與發展》，第 2 期，2015 年 4 月， 

頁 98-119。 
93 胡巖，〈近代「西藏獨立」的由來及其實質〉，《西藏研究》，第 1 期，2000 年 2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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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印邊界爭端仍是兩國間容易矛盾之處，對於領土主權的完整是中共政

權堅決不讓步的權利，相對於西方民主政權的高自由度，中共政權的集權性，致

使其國內仍存有多方分裂勢力，如果中共無法有效堅守及防範領土主權完整，那

麼對於其共產政權的正當性，勢必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傷害。因此，中共在與印度

邊界的東、中、西三段邊界爭議區域始終採取堅決的態度。然而，從印度在 2017

年「洞朗事件」處理方式看來，印度方面從 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後，並沒有放棄

與中共爭奪邊境領土的企圖，兩國間的邊界線從未透過法定協議或條約劃定，這

也是造成兩國衝突不止的緣由。中印邊界具有爭議的東段經中段到西段，領土主

權目前只有西段的阿克賽欽區域是屬於中國的領土，剩餘東段與中段部分皆為印

度所屬，因此合理推斷印度對於中共的邊界戰略考量，傾向採取「保東、守中、

奪西」94之作為，也就是鞏固目前已佔有的藏南地區與中段領土，保住其領土主

權上的既得利益，而在西段所屬的喀什米爾地區將加強其兵力部署，適時圖謀中

共所屬阿克賽欽地區的領土主權，在此情勢下為了提高與中共在邊境區域有所爭

端時，得以較有利之軍事力量創造局部戰爭優勢的機會，勢必會持續增強邊境地

區的軍事力量建設。例如在 2016年 7月印度的內政國務部長曾表示，中印邊界線

公路擴建已有 24條公路完工，尚有 46條在建設中，預計於 2020年時完成中印邊

境線附近共 73條具戰略意義的公路，這些建路地段主要集中在地勢險峻的喀什米

爾地區、喜馬偕爾邦、北阿坎德邦、藏南地區、錫金地區，修築完成後的道路系

統將使印度軍隊在這些區域中行動更為暢通，得以有效配合印軍的山地師及火炮

系統運載機動，95使得印度武裝力量的延伸更為便利。 

                                                      
29。 

94 蔡翼，〈二十一世紀的中印之戰〉，《臺北論壇》，2017 年 8 月 3 日。參見 

http://140.119.184.164/view/388.php（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 
95 餘雙雙，〈印度中印邊界修路計畫再延期 到 2020 年建成 73 條公路〉，《環球網》，2016 年 

7 月 28 日。參見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7/9237515.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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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年中印邊境「洞朗事件」印度軍力部署即可看出印度戰略構想端倪，印

度在與中共對峙時，持續加強長達 1400 公里的錫金一帶至東部中印邊境軍力部

署，並透過駱駝來支援其軍隊的後勤補給，96另外從相關資料得知印度當前在中

印邊境地帶上，已部署 8 個師級以上的陸軍部隊，包含其餘軍事裝備及部隊數

量，兵力總計約 20萬人。97在「洞朗事件」發生時，印度總參謀長拉瓦特（Bipin 

Rawat）也特別關注印軍 17 山地師的部署，該師部署超過一萬兩千名士兵在錫金

東段駐守。98而在「洞朗事件」發生後，印度也持續透過國內立法途徑，購買多

種武器及相關武器系統，目的就是為了在短時間內提高對戰爭的備戰能力，印度

政府表示，這是鑑於近幾年來安全形勢下所做出的考量。99此外，印度也持續加

強中印邊界的基礎道路建設，100印度邊境道路組織（Border Road Organization）

表示將在阿魯納恰爾邦的塞拉山建造兩條隧道，可將達旺前往中國的路程縮短約

10 公里，通行時間上至少縮短近 1 小時。101而根據印度《經濟日報》報導，印度

考慮在中印邊境沿線建設近百公里的隧道，目前保守估計為 17條，其中建造隧道

可以滿足在具爭議的地區執行安全任務的軍事需求，不僅能大幅度消除天候影響

運輸，也能同時縮短軍隊補給的時效性，再再說明印度對於邊境爭議問題，始終

採取主動積極的戰略態度。 

                                                      
96 李金本，〈印度增 1400 公里邊境軍事部署 中方多兵種演練〉，《大紀元》，2017 年 8 月 19 

日。參見 http://www.epochtimes.com/b5/17/8/18/n9543625.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 
97 楊幼蘭，〈伺機而動 印度在中印邊界部署 20 萬大軍〉，《中時電子報》，2017 年 11 月 7 

日。參見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711003521-260417（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 
98 Rajat Pandit, “Border face-off: China and India each deploy 3,000 troops,” The Times of India, Jun 30,  

2017. At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border-face-off-china-india-each-deploy-3000- 

troops/articleshow/59377716.cms (Accessed 2017/12/1) 
99 नई दिल्ली। एजेंसी, “सरकार का फैसला: छोटे युद्ध की तैयारी के दलए सेना को हदियारोों की खरीि का  

अदिकार（政府決定：軍隊有權購買小型戰爭武器）,” LiveHindustan.com, Jul 13, 2017. At  

https://www.livehindustan.com/national/story-centre-authorises-army-to-make-emergency-purchases- 

for-a-short-intense-war-1182332.html (Accessed 2017/12/1) 
100 〈剛從中印邊境撤走 1 萬士兵 印度又計劃修 17 條隧道〉，《每日頭條》，2017 年 11 月 7 

日。參見 https://kknews.cc/world/alobpvj.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4 日） 
101 〈印媒稱印度擬建隧道縮短到中國距離 便於軍隊調遣〉，《每日頭條》，2017 年 7 月 26 

日。參見 https://kknews.cc/travel/xrjpjyr.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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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中印邊界東段邊境線爭議區 

說明：紅色線區域內為中印領土爭議區，印度稱為阿魯納恰爾邦，中共稱作藏 

      地區。 

資料來源：作者參自 google 地圖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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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中印邊界中段邊界爭議區 

說明：紅色線與黃色線區域內為中印領土中段爭議區。 

資料來源：作者參自 google 地圖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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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中印邊界西段邊界爭議區 

說明：紅色線區域內為中共所屬阿克賽欽地區，為主要中印邊界爭議區；藍色區 

      域為印度所屬喀米爾地區；黃色區域為巴基斯坦所屬喀什米爾地區。 

資料來源：作者參自 google 地圖繪製而成。 

貳、外國勢力平衡 

中印邊界之爭從 1962 年爆發至今已逾 57 個年頭，中印邊境戰爭是冷戰時期

一項重大事件，在美蘇兩大國相互敵對的情況下，美國已逐漸注意到中共的發展

與企圖，而當年又恰巧發生古巴危機，使得美國無法不重新審視對中共的防範。

在 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也隨時處於競合變動的大國交流，中

俄與中印的關係相同之處皆因邊界問題而緊張，但中共一方面也被美國所牽制，

美中俄三方看似平衡的關係，從反面思索也可視為容易打破的平衡關係。國際政

治局勢必然受到地理位置因素所影響，中印關係在邊境戰爭後找到其關係的平衡

點，但其中也不乏有著美國、俄羅斯兩國的介入，致使中印關係的微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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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美國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大國，其國家行為勢必有所依循，大多是依照現實主

義的觀點所思量，主要以國家利益最大化為出發點，在國與國關係中的行為動

機，勢必基於國家利益的多寡作為評估考量，在採取相關外交作為和政策制定

時，美國的國家行為皆無法撇除「權力」、「利益」來單獨思考。從前一任美國

總統歐巴馬政府從 2011年所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藉此以體現美國對於亞

洲地區資源配置的重新調整，並強化其領導地位的企圖，再對亞洲各國外交、經

貿以及軍事策略上都有所依循，像是推動「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TPP）與中共建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以及「亞洲基礎設施

投資銀行」相對抗，並且為了因應中共崛起的軍事威脅，美國也企圖拓展亞洲地

區合作夥伴關係，增強對亞洲地區的安全合作，102透過加強與亞太地區國家多邊

合作，鞏固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以對抗中共崛起對亞太地區的劇烈影

響。而在新一任美國總統川普上任後，則是推翻前歐巴馬政府時期推動的「亞太

再平衡」策略並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另外對於亞太事務的戰略

也尚未提出較清晰的構想。然而，相較於歐巴馬稱呼亞太區域為「亞洲太平洋」

（Asia-Pacific），2017 年川普在亞洲行的時候多次以「印度太平洋」（Indo-

Pacific）取代「亞太」地區的稱呼，雖然這個語詞日本、印度、澳洲領導人均使

用過，但從字句中不難感受到現今美國領導人對印度態度的變化。「卡內基國際

和平基金會」印度分會主任 C. Raja Mohan也表示：「這意味著美國表達他們想要

印度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代表印度可能在亞太區域平衡上扮演要角。103」而華盛

                                                      
102 鄒文豐，〈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盤整與未來展望〉，《青年日報》，2016 年 11 月 18 

日。參見 http://www.ydn.com.tw/News/165613（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4 日） 
103 〈印太戰略成新寵 美國對印度寄予厚望〉，《中央社》，2017 年 11 月 14 日。參見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711140454-1.aspx（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4 日） 



 

58 

頓布魯金斯學會 Tanvi Madan 也提到：「這是反映美國與印度如何越過了太平洋

的分界線，將他們的地區利益和行為加強聯繫在一起。104」 

在過去 2014 年 11 月時，印度總理莫迪在東南亞國協舉行年會時提出，印度

不再只是「東望」更要「東進」，也就是向東採取行動的政策。105其中在「東

望」政策時期計有三個階段，一開始是推動與東南亞的經貿發展，目的是穩定印

度的總體經濟，以及透過經濟自由化使經濟成長率提升，接著將發展範圍延伸到

中國、東亞與澳洲，第三階段則是積極介入亞太事務，企圖使印度不單擴大與鄰

國的交流，更穩固了印度在「印太」地區的基礎地位。106而後印度政府提出「東

向」政策轉變，開始看出印度對亞太地區總體戰略上做出實質的作為，這是由於

提出「東向」政策時間點剛好是在中共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隔一年提出，而

兩國所提出的戰略發展方向也有所不同。中共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方向是經由東南

亞到南亞接著向印度洋沿岸延伸，而印度「東向行動政策」發展方向則是以孟加

拉為起點向東呈現扇形方向拓展，107也因為印度的地緣位置得以直接影響中共的

戰略影響力，再搭以近年來印度綜合國力也逐漸提升的情形下，美國雖然尚未提

出相關亞太戰略策略，但為了亞太的戰略利益不完全喪失，勢必會藉由與印度的

採取部分雙邊合作，間接性對亞太事務有所影響，適時地藉由印度牽制中共。 

雖然川普亞洲行持續使用「印-太」一詞，但其說法並不是由川普所創，而是

代表亞洲的海洋與太平洋的大部分地區，範圍向西延伸至南亞及印度洋，甚至包

括了東非沿海的中東及非洲，108事實上，這是一個以亞洲為核心的海洋地區定義

                                                      
104 Tracy Wilkinson, Shashank Bengali & Brian Bennett, “Trump crosses Asia touting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 shift in rhetoric if not actual strategy,” Los Angeles Times, Nov 10,2017.  

At http://www.latimes.com/nation/la-fg-trump-indo-pacific-20171108-story.html (Accessed  

2017/12/4) 
105 張棋炘，〈印度對外政策剖析：從「東望」邁向「東進」〉，《國際與公共事務》，第 4 期， 

2016 年 7 月，頁 67-102。 
106 張棋炘，〈印度對外政策剖析：從「東望」邁向「東進」〉，《國際與公共事務》，第 4 期， 

2016 年 7 月，頁 67-102。 
107 張潔主編，《中國周邊安全形勢評估（2016）「一帶一路」：戰略對接與安全風險》（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年 1 月），頁 86-89。 
108 Rory Medcalf, “Commentary: Why the Indo Pacific will keep trumping the Asia Pacific,”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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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說明印度洋與太平洋各國際海道，皆為區域經濟與整體戰略的中心，2017 年

10 月美國國務卿提勒森也針對習近平在 19 大時所表示中國將在國際事務中，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的發表陳述做出回應，明確表示美國將與亞洲國家建立聯盟以抗

衡中共擴增的實力，促進對亞洲各國推廣自由貿易和海洋航道的開放。109此外，

目前印度政治體制相對於中共的體制，更為接近美國現今政體，自然成為美國在

亞太地區追求建立同盟關係的國家，以達到制衡中共在亞太地區的領導地位，110

而印度又是南亞地區第一大國，剛好位處印度洋岸，掌握了太平洋與大西洋的海

上通道交會點，對於中共所提出的「海上絲綢之路」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能力，

如果印度方面多採取不配合之策略，必然對中共的「一帶一路」策略有所影響，

間接阻礙中共想從海上往歐洲推動多邊合作的戰略企圖。因此，美國為了有效遏

止中共崛起力量，勢必會與亞洲第二大國的印度有所合作。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印

度研究負責人 Dr.Tanvi Madan 表示，美國總統川普對亞洲區域政策還未完全有明

確政策前，美國與印度兩國關係現狀仍是良好的，111兩國總理與國防部長也相繼

在 2017年 6月及 9月互訪，這也代表著美印關係處於不斷發展階段，未來為了牽

制中共勢必會繼續合作發展。 

 

 

                                                      
NewsAsia Nov 16, 2017. At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commentary/commentary-why- 

the-indo-pacific-will-keep-trumping-the-asia-9408586 (Accessed 2017/12/5) 
109 希望，〈印度表示願意與美國發展更緊密的關係〉，《自由亞洲電臺》，2017 年 10 月 20 

日。參見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nu-10202017105443.html（瀏覽 

日期：2017 年 12 月 5 日） 
110 張棋炘，〈印度對外政策剖析：從「東望」邁向「東進」〉，《國際與公共事務》，第 4 期， 

2016 年 7 月，頁 67-102。 
111 希望，〈印度表示願意與美國發展更緊密的關係〉，《自由亞洲電臺》，2017 年 10 月 20 

日。參見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nu-10202017105443.html（瀏覽 

日期：2017 年 12 月 5 日） 



 

60 

二、俄羅斯 

大國關係一直是影響國際格局的影響因素，因此在亞洲大陸上俄羅斯、中

共、印度三國作為歐亞大陸上的大國代表，又具備廣大領土以及瀕臨海洋的地緣

條件，因而具有相當的發展條件。自從蘇聯解體後，俄羅斯與中共的關係從邊境

戰爭到簽訂戰略合作夥伴，看似走向和平，但事實仍在國家利益中互相角逐。從

2013 年中共提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後，尤其中俄在地理位置上又與中亞同時

有所交界，因此兩國對於中亞的利益需求勢必也有所增長，而印度佔據海上絲綢

之路的要衝以及亞洲南方地理位置上，在俄羅斯與中共有所抗衡時，也必須對於

印度牽制中共的力量有所依託，因此在中俄印的三角關係中，中共在面對印度與

俄羅斯三國交流時，必須對印度和俄羅斯的合作有所警惕。 

俄羅斯總統普丁在 2013年簽署的新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提及，俄

羅斯在自身外交政策上會持續加強國際安全，同時協助夥伴國在軍事領域中符合

國際條約規範內容，以此增強軍事領域的信任度，並且適時與俄羅斯締結關於戰

略利益穩定的協定。1122016 年從普丁批准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中也提及，會加

強與鄰近國家、外國政府的友好關係，藉由倡導雙邊或多邊合作以防止衝突出

現，113從這些內容可瞭解到，當俄羅斯與中共在邊境界線明確劃設後，雖然衝突

事件已大幅減少，但並未代表對亞太地區的安全防務有所鬆懈，特別提出針對鄰

近俄羅斯的其他外國政府進行合作意圖，雖未明確指出其他外國是那些國家，但

提及與他國合作的反面意涵，必然是因為對第三國之外有部分利益抑或是戰略上

的防範考量。 

                                                      
112 黃登學，〈新版《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述評——兼論普丁新任期俄羅斯外交走勢〉， 

《俄羅斯研究》，第 1 期，2014 年 2 月，頁 182-208。 
113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утверждена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В.Путиным 30 ноября 2016 г.）”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羅斯聯邦外交部）, Oct 1st , At http://www.mid.ru/foreign_pol 

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2542248 (Accessed 20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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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印三方合作對於亞太地區穩定產生影響，如果三國能有效密切合作，必

然能為亞太地區營造良好發展機會，同時增強彼此在國際地位上的發展。然而，

因為中俄印的外交政策上都是堅持獨立自主，因此合作的原因需要有各自的需求

考量，不外乎為各自國家創造更大、更有利的國際空間及話語權，114因此當發生

可能威脅自身國家安全或是利益考量時，非常有可能適時地與不同國家進行合

作，以抗衡對立國所帶來的威脅。例如在2017年中印邊境發生「洞朗事件」衝突

時，俄羅斯卻與印度傳出將舉行兩國首次的三軍聯合演習，115並在10月19日正式

在海參崴與日本海附近展開雙方聯合軍事演練，俄羅斯國防部更表示：「印俄兩

國防務合作的里程碑已經實現。116」事實證明俄羅斯在與中共交好的同時，並未

放棄藉由與印度的密切合作適時牽制中共，另一原因則是印度是全球最大宗的武

器進口國，從2012年至2016進口比例占全球13%，而其中有近一半的武器是來自

於俄羅斯所出口，117也是由於此巨大利益因素，使得俄羅斯始終保持與印度的戰

略關係。 

由此可見，儘管在中印關係緊張之際，莫斯科與新德里之間的合作並未因此

有所淡化，在地緣戰略考量下，反而因利益的考量因素，而促成印俄「因陀羅-

2017」聯合軍演如期在俄國遠東地區海參崴進行，演習地區鄰近中共領土東北

方，很難不令人聯想俄國是否欲聯合印度給予中共適當牽制。即便在近年來中俄

關係漸趨穩定局勢下，中印俄三方的合作仍然為亞太地區穩定的基石，然而三國

在檯面下的競爭關係也從未停止，俄羅斯在中印關係之間仍扮演著不特定的角

色，使得中共在中印關係中備受束縛。 

                                                      
114 裴遠穎，〈論中俄印「戰略三角」〉，《和平與發展》，第 3 期，2005 年 6 月，頁 34-36。 
115 〈中印鷸蚌相爭俄羅斯得利 擁抱印度最終目的〉，《多維新聞網》，2017 年 8 月 17 日。參 

見 http://news.dwnews.com/china/big5/news/2017-08-17/60007414.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6 日） 
116 Franz-Stefan Gady, “India, Russia Conclude Major Military Exercise,” The Diplomat, Nov 2, 2017.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1/india-russia-conclude-major-military-exercise/ (Accessed  

2017/12/6) 
117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arms transfers, 2016,”  

2017. At 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Trends-in-interna 

tional-arms-transfers-2016.pdf (Accessed 201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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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部戰區與成都軍區、蘭州軍區之異同 

第一節 蘭州軍區軍事戰略地位與任務 

原蘭州軍區在中共領土面積的地緣位置考量下，擔負著穩定中國大陸西北方

邊防任務。在過往傳統軍事安全威脅中，中共因國土面積寬廣，主要以邊界問題

安全考量為重心，中共與俄羅斯的西段邊境爭議於 2008年時，藉由中俄兩方簽署

《關於中俄國界東段補充敘述議定書》及附圖標示後，雙方大致確定約 4300公里

的東段邊界。再者，在中印兩國西段邊界的權利維護上，因印度所屬的領土喀什

米爾地區，皆與中共新疆和西藏邊境接壤，因此蘭州軍區之戰略位置亦有針對中

印邊界防務需求。除此之外，近年來興起的非傳統軍事安全威脅，也為中共西北

部地區帶來隱藏性的威嚇，此一威脅即為國際恐怖主義勢力、宗教極端主義勢

力、民族分裂主義勢力，這些勢力在蘇聯解體後，更在中亞地區有蔓延流竄趨

勢，間接影響到接壤的新疆地區。在諸多影響中共西北部邊境區域安全考量，皆

是原蘭州軍區所處之戰略位置所必須應對及處置的問題。 

壹、 蘭州軍區軍事戰略地位 

中共西部疆界綿延，領土主權與邊境安全的問題與國家穩定存在相關，當領

土主權與國土安全受到危害時，間接損害國家權力行使並壓縮國家生存空間，況

且在中共追求強國夢企圖過程，為了鞏固其政權穩定性，對於領土主權勢必加以

維護，以避免分裂勢力危害黨對政權的掌握。蘭州軍區範圍幅員遼闊，而其接壤

鄰近國家不少，東邊與原北京軍區相鄰，南部與原成都軍區相連，西部與中亞地

區數個國家接壤，北部則與內蒙古、俄羅斯西部邊境相連，就其戰略位置可得

知，其軍區任務為戍守中共西北地區安全，並協防部分西南地區邊境安全。中共

在 1949年成立政權後，為了因應各時期戰略需求，曾多次劃分全國軍區，其中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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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軍區最早是由 1955 年成立之西北軍區、甘肅軍區合併而成，到了 1985 年鄧小

平時期執行解放軍百萬大裁軍時將舊有 11大軍區簡編為七大軍區，才將舊有的烏

魯木齊軍區與蘭州軍區合併，整編後即稱為蘭州軍區，下轄甘肅、青海、寧夏、

新疆、陝西省軍區。1  

蘭州軍區管轄面積為前七大軍區中最為廣闊的，涵蓋陝西省、青海省、甘肅

省、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以及西藏自治區內的阿里地區。2此

外，軍區對外的邊境線分別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巴

基斯坦、尼泊爾等國接壤(參見圖 3-1)，再次顯示蘭州軍區因其地理位置因素，在

中共邊界安全上具有重要之戰略地位。首先，蘭州軍區分別與成都軍區、北京軍

區相鄰，尤其北京軍區為中共重要的政經中心，成都軍區面對中印邊界可能產生

之衝突，以蘭州軍區之地理位置考量下，勢必要有跨區增援之準備，以適時增援

政經中心安全維護以及領土西南方防務；其二，因軍區戍守區域與多國領土相

接，是作為面對邊境問題的第一線，即為中國大陸邊防安全的防線，擔負邊界安

全的重要責任。 

蘭州軍區轄區主要地形屬於西高東低，大多為高原地形，險峻地形地貌加上

天氣狀況不穩定，對於解放軍部隊執行任務的困難度有所提高，因此在不可抗力

的因素下，軍區除需仰賴陸軍的機動作戰能力外，也需要輔以解放軍空軍戰鬥機

與轟炸機的作戰部署。原蘭州軍區司令部駐地為甘肅省蘭州市，主要由第 21集團

軍、第 47 集團軍以及甘肅、陝西、青海、寧夏、新疆等五個省的武裝力量所組

成，3總兵力約 22 萬人，約 340 萬平方公里，是七大軍區中面積最大的，相對也

                                                      
1 張明金、劉立勤，《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 200 個軍區》（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0 

年 7 月），頁 576-577。 
2 Andrew Scobell et al., China’s Strategy Toward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n Empty Fortress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4), p.13. 
3 林弘展，《中國人民解放軍 X 檔案》（臺北：本土文化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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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軍事部署密度最低的，4因此在應對突然的衝突事件時，軍事力量往往難以採取

立即性作為，尤其是針對非傳統軍事安全威脅「三股勢力」的應對上。 

 

圖 3-1：蘭州軍區與鄰國邊界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照 China’ s Strategy Toward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n  

            Empty Fortress5以及 Google地圖繪製。 

蘭州軍區具有反恐維穩及邊境安全管理任務之需求，然而因廣大的西北地區

領土面積，加上天候地形的複雜性，進而限制軍區武裝部隊的戰力展開。此外，

                                                      
4 Andrew Scobell et al., China’s Strategy Toward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n Empty Fortress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4), p.12. 
5 Andrew Scobell et al., China’s Strategy Toward South and Central Asia An Empty Fortress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4),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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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管轄區域內多屬崎嶇地形，使得解放軍的主要指揮單位駐地集中在熱鬧城市周

邊，而非靠近邊界的位置，因此在針對應急指揮上將有所延遲。為了克服環境限

制，以達到維護區域安全的目標，蘭州軍區加強其陸軍裝甲兵、機械化步兵、摩

托化步兵、特種作戰兵為主的武裝部隊，透過在險峻條件下的實戰軍事操演，以

增強部隊作戰適應力。例如裝甲部隊在複雜地形中演練，以訓練其部隊在作戰

時，對裝甲部隊偵查預警能力的強化以及指揮控制掌握程度，進而有效執行火力

打擊任務。6此外，透過向特定區域進行坦克動力測試，強化裝甲部隊在高原地形

上的快速機動能力。7再者，透過在炎熱氣候中進行演練，強化部隊在高溫條件下

仍能保有高炮團的防空作戰能力。8大多數演練項目皆為使作戰人員與裝備更快適

應險峻地形、氣候，得以在嚴峻條件下發揮應有戰力效果。 

儘管如此，除增強單一軍兵種的備戰能力外，各軍兵種之間的聯合作戰力

量，也是應對現代化戰爭不可或缺的戰力考量之一，例如第 21 集團軍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昆侖山與軍區空軍、二炮部隊等軍兵種聯合進行演習，即透過聯

合指揮的資訊系統，達到有效協調各軍兵種武裝力量之目的。9簡言之，蘭州軍區

戰略地位是中共面對邊境的前線地區，直接與中亞、印度喀什米爾地區接壤，在

中印邊界爭端不止，加上跳脫傳統軍事安全的「三股勢力」影響之下，蘭州軍區

的主要任務類型明確，而中共勢必將持續著重強化對內反恐維穩，以及對外邊防

維護之防衛武力。 

 

                                                      
6 袁仲馳、耿華宇、田佳平，〈蘭州軍區某裝甲團全員全裝在生疏複雜地域進實戰演練〉，《中 

國軍網》，2014 年 5 月 27 日。參見 http://www.81.cn/syjdt/2014-05/27/content_5919934.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14 日） 
7 〈圖片〉，《解放軍報》，2014 年 12 月 29 日，版 1。 
8 李康、李金輪，〈高溫酷暑鑄利劍〉，《解放軍報》，2014 年 7 月 30 日，版 5。 
9 侯國榮、王廣利，〈第 21 集團軍攜手軍兵種部隊破解高原聯合作戰難題 問題導向貫穿演訓全 

程〉，《解放軍報》，2014 年 11 月 28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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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蘭州軍區軍事任務企圖 

一、邊境爭端問題之應對 

蘭州軍區的正規部隊主要以陸軍、空軍為主，另外依任務屬性的不同而有不

同區域性的兵力部屬，除負責西部邊防與反恐任務外，同時也須負責支援北京衛

戍任務與西藏軍區對印度邊界之協防。此外，為了有效應對中亞地區及新疆可能

產生之突發狀況，蘭州軍區內也組建了「應急機動作戰部隊」，亦可稱其為「鐵

拳部隊」，即為第 21 集團軍所屬第 611 師，10其部隊設置目的是為遇突發狀況

時，能立即有效作出備戰整備以因應突發任務。蘭州軍區主要負責中亞與印度西

段邊境可能之衝突，因此對於印方所屬之喀什米爾地區採取之武力防範作為，除

了加入陸軍部隊部署外，更須跳脫環境地形地物之受限條件，因此蘭州軍區內其

餘的軍兵種作戰力量亦不容忽視。 

儘管如此，在軍區指揮領導體制下，大多轄區內軍事行動仍以陸軍地面部隊

為主，而其空軍則屬於軍區與各軍種指揮體制的雙重領導，二炮部隊的調動權限

更是直屬中央軍委。簡言之，軍區下的軍兵種尚未有整體性指揮體制，因而在面

對戰爭時易造成命令無法針對局勢適當處置，抑或是各軍兵種指揮命令有所牴觸

之情事，皆可能導致喪失作戰先機的優勢。 

二、反恐維穩問題之應對 

中共對於其政權的穩定，是需藉由對外在力量的平衡，且加上對國內各項不

穩定因素的掌握才可達到的。近年來興起的「三股勢力」，間接造成中國大陸境

內各地區頻頻傳出恐怖攻襲擊事件，使得以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為號召的恐怖分

子，成為中共國家安全的問題。在範圍廣大的蘭州軍區轄內，因在地廣人稀且人

                                                      
10 林弘展，《中國人民解放軍 X 檔案》（臺北：本土文化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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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密度低的情形下，有心散播關於恐怖主義思想更為為容易，並可在不特定區域

執行恐怖行動以造成社會危安的威脅。 

中國大陸境內的反恐維穩任務主要由武警部隊負責，而蘭州軍區所轄之新疆

地區因天候、地形的限制，在執行反恐任務時，較一般平地困難，但是新疆地區

卻又是中國大陸境內恐怖襲擊事件比例較高之區域。從習近平自 2012年上任以來

至 2015 年底公開資料顯示，三年來新疆地區約肇生 28 件恐怖襲擊事件，概約平

均每一年有 9 件恐怖襲擊事件發生 (參見表 3-1)，此結果也造成部分公安、民警

與民眾傷亡。為了有效應對隨機性恐怖襲擊，武警部隊定期在新疆地區舉辦反恐

襲擊的演習，像是在 2014 年所舉行「天山–2014」演習，將公安、消防、民兵等

多個單位與武警力量結合，藉由聯合指揮加強情報、偵察反恐機制能力建設。11

在 2015 年則實施「衛士–15‧雪域」演習，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寒地區，進行

行軍與障礙排除訓練，藉此強化武警跨區增援的機動能力。12另外在 2016 年實施

「衛士–16‧昆侖」演習，主要以複合式恐怖襲擊事件為訓練課題，增強武警部隊

動態偵查能力。13武警新疆總隊在 2017 年實施的「衛士–17‧天山」演習，下達不

同任務狀況以及情勢進行演練，隨時應變突發狀況處置，藉此提高對恐怖襲擊實

戰化的準備。14顯而易見地，武警部隊除了需適應嚴峻的地形考驗、裝備熟練

度、跨區增援能力等訓練外，也必須持續要求與其他單位的聯合作戰，才得以因

應攻擊動機與攻擊範圍皆不明確的襲擊行動。 

                                                      
11 戴嵐、胡仁巴，〈「天山–2014」綜合反恐演習舉行〉，《人民網》，2014 年 6 月 10 日。參 

見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0610/c1001-25125503.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19 

日） 
12 李淩志、姜永安，〈「衛士–15‧雪域」：圍繞反暴恐襲擊等議題展開實戰化演練〉，《中國 

軍網》，2015 年 7 月 29 日。參見 http://www.81.cn/jwgz/2015-07/29/content_6604808.htm（瀏覽 

日期：2017 年 12 月 19 日） 
13 張海華、王國銀，〈武警部隊「衛士–16‧昆侖」反恐演習落幕〉，《解放軍報》，2016 年 8 

月 16 日，版 1。 
14 張海華，〈武警部隊舉行「衛士–17‧天山」演習〉，《解放軍報》，2017 年 9 月 25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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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除了境內武警部隊的反恐能力要求外，另外為了防止境外三股勢

力與新疆地區極端主義份子交流，中共亦結合上合組織地區反恐機構宗旨，藉由

成員國彼此合作以提高反恐的效力，增強各國間多邊合作對區域安全的維繫，像

是每年定期舉行聯合反恐軍事演練，以達有效因應多變的「三股勢力」。此外，

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也在「新安全觀」15的觀點基礎上提出「亞洲安全觀」，提倡

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觀念，透過各國經濟發展合作結

合政治互信以促進國家安全，反對單純以武力對抗恐怖勢力，藉此消除恐怖主義

所帶來的威脅，16主要強調針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防範，已不可再侷限軍事手段

應對，強調各國間需要藉由多方合作取代傳統軍事手段，才能提高因應恐怖襲擊

事件的效果。 

在 2016年中共劃設 5大戰區後，陝西省的管轄權劃分至中部戰區，而青海、

甘肅兩省未與中亞地區接壤，而與中亞地區正面應對區域為新疆地區，且中共境

內恐怖襲擊事件多在新疆地區發生，故蘭州軍區研究將著重於新疆軍區武裝力量

探究，透過探究在劃設為西部戰區前新疆主要兵力分佈，以瞭解中共西部戰區對

中亞地區、三股勢力的守衛武裝力量。 

 

 

 

 

                                                      
15 此一「新安全觀」為上海合作組織所提倡的綜合安全觀、共同安全觀以及合作安全觀，並非由 

胡錦濤所提出的堅持與別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中國新安全觀」。 
16 劉軍主編，《上海合作組織發展報告》（北京：時事出版社，2016 年 6 月），頁 4-5。 



 

70 

表 3-1：2013年—2015年新疆地區恐怖襲擊事件表 

時間 地點 武器 傷亡 

2013年 4月 23日 新疆喀什地區巴

楚縣色力布亞鎮 

大刀、汽油、

自製爆炸裝置 

公安民警 6 人、社區工

作人員 9 人；嫌犯 6 人

死亡(8人遭逮捕) 

2013年 6月 26日 新疆吐魯番地區

鄯善縣魯克沁鎮 

砍刀、汽油桶 公安民警、群眾共 24人

死亡，23人受傷；嫌犯

11人死亡(4人遭逮捕) 

2013年 11月 16日 新疆喀什地區巴

楚縣色力布亞鎮 

砍刀、斧頭 公安民警 4 人死亡；嫌

犯 9人死亡 

2013年 12月 15日 新疆喀什地區疏

附縣薩依巴格鄉 

砍刀、自製爆

炸裝置、槍枝 

民警 2人死亡；嫌犯 14

人死亡(6人遭逮捕) 

2013年 12月 30日 新疆喀什地區莎

車縣 

砍刀、自製爆

炸裝置 

嫌犯 8 人死亡(1 人遭逮

捕) 

2014年 1月 24日 新疆阿克蘇地區

新和縣 

土炸彈、自製

爆炸裝置 

嫌犯 12人死亡(5人遭逮

捕) 

2014年 2月 14日 新疆阿克蘇地區

烏什縣 

砍刀、自製爆

炸裝置 

民警、民眾 4 人受傷；

嫌犯 8 人死亡(1 人遭逮

補) 

2014年 4月 30日 新疆烏魯木齊市

火車站 

自製爆炸裝置 民眾 1人死亡、79人受

傷；嫌犯 2人死亡 

2014年 5月 8日 新疆阿克蘇市 砍刀、自製爆

炸裝置 

民警 1 人受傷；嫌犯 1

人死亡(1人遭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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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5月 22日 新疆烏魯木齊市

沙依巴克區人民

公園 

自製爆炸裝置 民眾 39 人死亡、96 人

受傷；嫌犯 4 人死亡(1

人遭逮捕) 

2014年 6月 14日 新疆喀什地區麥

蓋提縣 

砍刀 公安民警 2 人死亡；嫌

犯 3人死亡(1人遭逮捕) 

2014年 6月 15日 新疆和田市 砍刀 民眾 4 人受傷；嫌放 2

人死亡(1人遭逮捕) 

2014年 6月 20日 新疆和田地區墨

玉縣芒來鄉 

砍刀、汽油桶 民兵 5人死亡 

2014年 6月 21日 新疆喀什地區葉

城縣 

自製爆炸裝置 民警 3人受傷；嫌犯 13

人死亡 

2014年 7月 28日 新疆喀什地區莎

車縣 

砍刀、斧頭、

自製爆炸裝置 

民眾 37 人死亡、13 人

受傷；嫌犯 22 人死亡

(41人遭逮捕) 

2014年 9月 21日 新疆輪台縣 自製爆炸裝置 公安民警 4 人死亡、民

眾 6 人死亡、54 人受

傷；嫌犯 40人死亡(2人

遭逮捕) 

2015年 1月 12日 新疆疏勒縣 砍刀、自製爆

炸裝置 

嫌犯 6人死亡 

2015年 1月 28日 新疆和田地區于

田縣 

砍刀 公安民警 3 人死亡；嫌

犯 2 人死亡(一人遭逮

捕) 

2015年 2月 13日 新疆和田地區皮

山縣 

自製爆炸裝置 公安民警 8 人死亡、30

人受傷；嫌犯 1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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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2月 17日 新疆阿克蘇地區

拜城縣察爾齊鎮 

砍刀 公安民警 4 人死亡、嫌

犯 9 人死亡(10 人遭逮

捕) 

2015年 3月 8日 新疆喀什地區莎

車縣塔尕爾其鄉 

砍刀 鄉政府武裝部部長及其

家人與保安 4 人死亡；

嫌犯 7人死亡 

2015年 3月 9日 新疆和田市墨玉

縣普恰克其鄉 

匕首 民警 1 人死亡；嫌犯 2

人死亡 

2015年 3月 12日 新疆喀什地區莎

車縣 

砍刀、斧頭 民眾 8 人受傷；嫌犯 4

人死亡(3人遭逮捕) 

2015年 4月 19日 新疆和田地區于

田縣蘭幹鄉 

自製爆炸裝置 嫌犯 6 人死亡(2 人遭逮

捕) 

2015年 5月 11日 新疆和田地區洛

浦縣 

土製炸彈 民警 3 人死亡、4 人受

傷；嫌犯 3人死亡 

2015年 5月 25日 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和田墨玉縣 

自製爆炸裝置 嫌犯 2人死亡 

2015年 6月 22日 新疆維吾爾自治

區喀什郊區 

砍刀 民警 2人死亡；嫌犯 15

人死亡 

2015年 9月 18日 新疆阿克蘇地區

拜城縣鐵熱克鎮 

砍刀 民警 5 人死亡、民眾約

35 人死亡；嫌犯 17 人

死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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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新疆軍區 

新疆軍區在 1949 年成立初期是隸屬西北軍區，在 1955 年時升格為大軍區級

別，於 1979 年改番號為烏魯木齊軍區，但在 1985 年在鄧小平主導百萬大裁軍政

策實施時，烏魯木齊軍區遭裁撤且與蘭州軍區合併，爾後指揮權隸屬於蘭州軍

區。在 1992 年因兵團級建制的撤除，新疆軍區級別改為正軍級，1998 年升格為

副大軍區級別至今（現為副戰區級）。17新疆軍區機關駐地位於烏魯木齊市，管

轄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西藏阿里地區內之兵力。 

一、陸軍武裝力量 

新疆軍區原來下轄 3 個軍區，分別為東疆、南疆以及北疆軍區，以天山山脊

線為地理位置劃分，在 1985年時因中共軍事整編撤銷南疆軍區、北疆軍區、東疆

軍區，其個別所屬野戰部隊轉由新疆軍區直接管轄，而後歷經兩次軍隊體制精簡

整編下，新疆軍區至 1998 年升格為副大軍區級。18新疆軍區直屬部隊計有輕型機

械化步兵第 4 師、19重型機械化步兵第 6 師、摩托化步兵第 8 師、摩托化步兵第

11師、20特戰旅（現役番號為特戰第 84旅）、陸航旅（現役番號為陸航第 84旅）

21、炮兵第 13 師（現役番號為炮兵第 84 旅）、防空旅（現役番號為防空第 84

旅）、工兵團（現役番號為工化旅第 84旅）22以及 13個邊防團（參見圖 3-2）。

新疆軍區所屬邊防團是面對邊界安全的第一線，大多駐紮於地形複雜的高海拔地

                                                      
17 席志剛，〈軍改後的國防動員部〉，《中國新聞週刊網》，2016 年 11 月 30 日。參見 

http://www.inewsweek.cn/news/politics/262.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1 日） 
18 廖鋒，《新疆軍區下屬軍區兼治變更概述》，《軍事史林》，第 10 期，2007 年 7 月 10 日，頁 

15-16。 
19 馬紅娟，〈軍民攜手共鑄新輝煌〉，《解放軍報》，2012 年 2 月 12 日，版 5。 
20 Roy Kamphausen and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 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litary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7), pp. 364-365. 
21 陳傑，〈情繫學子 敬業正直——2017 年應徵入伍學生及家長給學校武裝部贈送錦旗〉，《成 

信新聞網》，2017 年 9 月 24 日。參見 http://www.cuit.edu.cn/ShowNews?id=6245（瀏覽日期： 

2018 年 1 月 11 日）  
22 由註 21 的新聞得知新疆軍區陸航旅番號為第 84 旅，藉此以研判在中共軍隊改革政策中，原來 

集團軍所屬之特戰旅、陸航旅、炮兵旅、防空旅以及工兵團之番號，在同一集團軍下轄之番號 

皆為同數字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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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尤其是邊防第 11團、第 12團、第 13團，更是直接面對巴基斯坦與阿富汗等

三股勢力最為氾濫之區域。各邊防團分別負責中共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

斯、塔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等國的邊界安全。另外，還有針

對城市戰所設立之獨立第 1團、獨立第 2團武裝兵力。23從圖 3-2新疆軍區大致部

隊分佈圖可以發現，除了部分兵力部屬於首都烏魯木齊外，大部分的兵力皆分散

在與鄰國邊界之地區，由此可以得知新疆軍區主要兵力部署，是依據地理位置為

考量，藉由縮短陸軍機動時間以因應作戰任務，主要的軍事戰略更是以邊界衝突

為優先防範任務。 

二、空軍武裝力量 

新疆軍區並沒有下轄空軍部隊，軍區內空軍指揮權隸屬於蘭州軍區與空軍指

揮機構雙重領導，主要負責西北地區防空作戰任務，並協同陸軍部隊執行作戰任

務。蘭州軍區經過 1985 年鄧小平軍事改革整編後，蘭州軍區空軍結合多專業兵

種，包括通信兵、雷達兵、地空導彈兵、高射炮兵、航空兵戰力。24蘭州軍區空

軍指揮所與基地轄下也配置殲擊機、轟炸機等機種，主要是為了在面對外來威脅

時，提供陸軍部隊足夠的制空權優勢，順利開展地面作戰任務，並針對廣大西北

地區領空的安全維護，然而目前已知在新疆軍區範圍中區軍、民機兩用的機場共

有阿克蘇溫宿機場、庫爾勒機場、哈密機場三個座，面對廣大的西部邊界守衛範

圍仍有所不足，如果能夠結合西藏軍區的軍用機場、空軍基地，對中國大陸西部

空域防禦任務能有所增強。此外，在軍區時期因空軍部隊的作戰指揮權並不單隸

屬軍區，因而在作戰任務上的協調需經過蘭州軍區與其空軍指揮機構合議，對於

武裝力量開展時效將有所推遲。 

                                                      
23 黃玉洤，《中國大陸的邊疆與安全：從陸權邁向海權的戰略選擇》（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13 年 12 月），頁 171-172。 
24 羅柏軒，〈蘭州軍區空軍〉，《中國空軍網》，2012 年 12 月 11 日。參見 

http://kj.81.cn/content/2012-12/11/content_5137161.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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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新疆軍區（含阿里地區）陸軍主要兵力分佈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Google Map 繪製。 

第二節 成都軍區軍事戰略地位與任務 

成都軍區管轄範圍涵蓋中國大陸西南方區域，因而主要擔負西南方邊防任

務，尤其是在針對與印度邊境的衝突情事為主要任務方向。1962 年中印戰爭至

今，兩國接壤的邊境領土範圍一直存在爭議，導致中印兩國彼此的矛盾衝突，使

得中共對南部領土的安全防護不得掉以輕心。此外，中共與印度的邊界問題，相

較於與俄羅斯的邊境問題劃分，亦添加許多考量因素，使得中共需正視此一問

題，例如中印邊界在初次劃分時，還參雜了第三國的介入，使得領土界線問題複

雜化，而且在中國大陸領土西南方區域，中共與印度領土爭端關係中，還夾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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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尼泊爾、不丹等國，因而中印衝突如未妥善處理，造成之影響將不僅止

於兩國關係及權益損害。 

壹、 成都軍區軍事戰略地位 

成都軍區前身是 1955 年由四川軍區改制而成，其中在 1968 年西藏軍區改制

為省軍區，編為成都軍區下轄建制單位，1985 年在中共整編軍區策略下，成都軍

區與昆明軍區合併稱為成都軍區，25當時下轄單位包括四川、西藏、貴州、雲南

四個省軍區、第 13集團軍、第 14集團軍，26其軍區司令部位於四川省成都市。成

都軍區的管轄區域與六個國家接壤，由東向西依序為越南、寮國、緬甸、印度、

不丹、尼泊爾，東邊與廣州軍區相鄰，北部與蘭州軍區相連(參見圖 3-3)，依照軍

區位置劃分，其軍區任務亦為戍守中國大陸對印度、越南之邊界安全，從中共在

第 13 集團軍中成立快速反應第 149 師的作為看來，27西南部邊防問題對中共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 

進一步言，談及成都軍區面對中印邊界時的問題，相較蘭州軍區應對中俄邊

境問題時更為複雜，原因是中印邊界在劃分邊界之初，除了中印兩國因素外，還

夾雜外國因素的介入，而英國的介入使得中印邊界線更添爭議，加上中共與印度

在 1962年的邊境保衛戰發生後，衝突等級由小型軍事衝突，擴大至全面性國與國

戰爭，28結果造成中共守住阿克賽欽地區，印度則繼續保有藏南和達旺地區的局

勢。隨著中共與印度在國力方面均有所增長下，兩國在彼此的軍事力量方面，也

皆非 1962年當時力量所能比擬。因此，兩國雖對邊界問題仍有著互相不信任的疑

慮，但仍依照雙方歷史界線的約定，並藉由定期舉行對於邊界問題的晤談，以共

                                                      
25 張明金、劉立勤，《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的 200 個軍區》（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0 

年 7 月），頁 594-595。 
26 林弘展，《中國人民解放軍 X 檔案》（臺北市：本土文化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62。 
27 林弘展，《中國人民解放軍 X 檔案》（臺北市：本土文化出版社，1996 年 6 月），頁 192。 
28 平可夫，《孤家寡人的中國外交》（加拿大：漢和出版社，2010 年 12 月），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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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維護兩國邊境地區穩定。29然而，從 1998年至今歷經 11次的中印邊境事務磋商

和協調工作機制會議後，中印兩方在 2017年 6月至 8月間，仍因邊境修路事件在

西藏洞朗地區引發領土主權之衝突，從此次事件中可看出，中印兩方各自對於邊

界主權的堅持，以及邊境地區建設、武裝部署從未鬆懈。綜觀整個成都軍區，西

藏軍區內除了阿里地區是屬於新疆軍區外，其餘與印度相連之西南部領土範圍皆

為西藏軍區所管轄，是中國大陸西南方邊防的第一線，因其地緣戰略考量及其地

理位置重要性，相較其他 4 個省軍區，西藏軍區指揮級別較其他省軍區有較高之

編階。30 

雲南省與貴州省在 2016年中共劃設 5大戰區後，其責任區域已劃分為南部戰

區管轄，另外雲、貴兩省皆未與印度接壤，四川與貴州省又屬內陸省份，對中印

邊界衝突時之武裝力量效力較不顯著，故本節將著重於成都軍區下轄之西藏軍區

解放軍部隊作探究，以瞭解西部戰區對中印邊界的防範武裝力量效能。 

                                                      
29 〈2017 年 12 月 19 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 

2017 年 12 月 19 日。參見 http://www.mfa.gov.cn/web/fyrbt_673021/t1520714.shtml（瀏覽日 

期：2017 年 12 月 21 日） 
30 西藏軍區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性，其司令員與政委編階，均提高為副戰區級別。亦可見李亞明， 

《中共解放軍概論》（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7 年 12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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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成都軍區與鄰近國家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Google地圖繪製。 

貳、 成都軍區軍事任務企圖 

一、邊境問題之應對 

從成都軍區下轄之西藏軍區的地理因素分析，可得知其為中共面對印度邊防

之屏障，例如 2017年發生之「洞朗事件」事件發生地點，即與西藏南端的亞東縣

至錫金邊界距離不到 10 公里處，31地形屬於險峻高山，因而中共陸軍須具備高原

實戰能力，並加強部隊在險峻地形的機動能力，以提高戰鬥人員對自然因素限制

的承受度。除此之外，也須結合情報技術、火力打擊支援，增強在山地作戰時的

優勢，例如 2017年 3月西藏軍區林芝軍分區官兵，在高寒地區執行邊境實施邊防

                                                      
31 平可夫，〈中國的東西兩線作戰〉，《漢和防務雜誌》，第 12 期，2017 年 12 月，頁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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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偵察、追捕、救護等項目，32藉由在險峻環境進行實際操作，進而強化遂

行任務時的能力。2017 年 7 月西藏軍區裝甲旅為使官兵因應高原的氣候，並發掘

戰時可能之作戰限制，到海拔 5000 米高寒地域進行實兵協同作戰等，33亦為增強

官兵對於高原作戰適應力，並為高原地形做出合理的戰力評估，以瞭解部隊對於

現今作戰環境的困難度。 

此外，除了因應地理環境的戰力提升外，西藏地區也因為其地形因素，使得

交通基礎設施難以建設，導致解放軍在重裝備運輸方面，一直以來亦為備戰需克

服之難題。因此，中共開始重視西藏高原地區的兵力運載及投送問題，像是在西

藏軍區汽車團組建重裝備運輸分隊，提升高原部隊在重裝備運輸上的能力。34在

2016年12月，西藏軍區機械化步兵旅進行實兵演練，其演練過程有個特別之處，

其重裝坦克與裝甲車機動與人員移動距離皆相同，但是兩種重裝備運送的時間，

竟也與部隊同時抵達操演地點，顯示出西藏軍區重裝備運輸分隊建立後，使其重

裝備運輸不再成為延宕部隊戰力的因素。35當中共邊防運輸分隊得以有效編成

後，勢必能提高西藏軍區邊防部隊的機動作戰能力，直接影響邊境武裝部隊備戰

的效率。 

 

 

                                                      
32 彭剛、葛洪潤、王毅偉，〈影像志-雪域高原礪精兵，矢志強軍謀打贏〉，《解放軍報社西部 

戰區分社》，2017 年 3 月 2 日。參見 http://mp.weixin.qq.com/s/Cpo63QiTTYeSmIGlZ0HrCw##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 
33 陳懷祥，〈西藏軍區某旅赴海拔 5100 米地區開展實兵對抗和實彈射擊訓練〉，《新華網》， 

2017 年 7 月 3 日。參見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7-07/03/c_1121254897.htm（瀏覽 

日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 
34 郭豐寬、許淩康，〈新突破！西藏軍區邊防部隊全地域機動作戰能力大幅提升〉，《解放軍報 

社西部戰區分社》，2016 年 12 月 29 日。參見 http://mp.weixin.qq.com/s/GF9WB5ptxs4rYn56- 

J1Vsw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 
35 郭豐寬，〈西藏軍區首支重裝備運輸分隊組建，高原重裝備遠端投送能力實現新突破〉，《解 

放軍報》，2017 年 1 月 4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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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西藏軍區 

依照中共國務院所公佈《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指出：「陸軍

主要擔負陸地作戰任務，並按照機動作戰、立體攻防的戰略要求，積極由區域防

衛向全域機動型轉變。」西藏軍區在其兵力部署持續往多能方向發展下，為了瞭

解軍事變革之影響，需與改革前事實相對照，因而此處著重探究西藏軍區兵力部

署，以 2016年前原成都軍區所下轄之西藏軍區武力，尚未改編制之單位番號進一

步作探討，以作為與西部戰區劃設後武裝部隊對照之依據。 

一、陸軍武裝力量 

西藏軍區指揮部位於拉薩，為副大軍區級別，除了阿里地區為新疆軍區負責

外，共下轄 5 個軍分區，以地名為各軍分區命名之依據，由東向西分別為昌都軍

分區、林芝軍分區、那曲軍分區、山南軍分區、日喀則軍分區。西藏軍區因地形

限制，其直屬部隊計有第 52山地步兵師（現為山地第 52旅）、第 53山地步兵師

（現為山地第 53旅）、第 54裝甲旅（現為合成第 54旅）、第 308炮兵團（現為

炮兵第 85 旅），第 651 防空旅（現為防空第 85 旅），電子對抗團（現為電子對

抗第 7旅）36、特種作戰團（現為特戰第 85旅）、陸航團（現為陸航第 85旅）等

單位，37兩個山地步兵師各自下轄 1個炮兵團及四個營，而裝甲旅則下轄 1個炮兵

團、1個坦克營、1個防化營、3個機步營。此外軍區共下轄 6個邊防團與 5個獨

立營，分屬 5 個軍分區所管轄。其中山南軍分區管轄邊防一團、二團，洛劄第 5

營，主要負責中共與不丹邊界戍守任務；日喀則軍分區管轄邊防三團、五團、六

團、江孜營、崗巴第 2 營，分別負責中共、印度、尼泊爾、不丹邊界守衛；林芝

軍分區則是管轄邊防四團、墨脫營、米林營，主要負責中印邊界戍守任務（參見

                                                      
36 李武華、馬素萍，〈新兵奔赴軍營！看看他們都去了哪些地方？（附新兵名單）〉，《搜狐 

網》，2017 年 9 月 11 日。參見 http://www.sohu.com/a/191303447_159889（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1 日）  
37 Roy Kamphausen and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 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7), pp. 3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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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38在這些單位裡面，除了針對特定邊界安全的邊防團外，最不可忽視的

是西藏軍區兩個山地步兵師，在對中共西南邊界作戰效力有著相當程度之重要

性。在面對印軍嚴格求變山地部隊訓練中，中共在與印度邊界衝突中，兵力優勢

不復以往，主要因為印度方面對於邊界的武力不足有了認知，逐漸加強其訓練強

度，更派遣邊界作戰的山地陸軍部隊，至美國本土接受山地作戰能力訓練，並計

畫編設負責山地作戰的第 17 打擊軍，39而中國大陸西南方邊界險峻地形，在未來

因應可能衝突情事時，需要大量精通山地作戰的武裝人員，這也是西藏軍區時常

針對高地作戰能力訓練之緣由。 

二、空軍武裝力量 

西藏軍區並沒有下轄空軍部隊，空軍武裝力量主要由航空兵、地空導彈兵、

高射炮兵、空降兵、雷達兵、電子對抗兵、通信兵等兵種所組成，1969 年拉薩指

揮所及駐藏部隊，從蘭州軍區空軍劃歸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領導，40至 1985 年 8

月，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與昆明軍區空軍指揮所合併，編成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

軍區空軍。41從 2009 年至 2015 年，成都軍區空軍歷經 6 年高原飛航訓練以及殲

10 戰鬥機首飛試驗，到 2016 年中共推動深化軍隊改革前，空軍拉薩指揮所的指

揮權仍隸屬於成都軍區與空軍指揮機構雙重領導。42從上述公開訊息可研判，原

成都軍區空軍與蘭州軍區空軍之任務類型應相同，多因地理因素困難，使得在面

                                                      
38 Roy Kamphausen and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 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7), pp. 372-373. 
39 易芳、謝永亮，〈孤注一擲：印度陸軍能否打贏山地戰爭〉，《軍事文摘》，第 17 期，2017 

年 9 月，頁 12-15。 
40 羅柏軒，〈蘭州軍區空軍〉，《中國空軍》，2012 年 12 月 11 日。參見 

http://kj.81.cn/content/2012-12/11/content_5137161.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 
41 羅柏軒，〈蘭州軍區空軍〉，《中國空軍》，2012 年 12 月 11 日。參見 

http://kj.81.cn/content/2012-12/11/content_5137122.htm （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 
42 胡曉宇，〈珠穆朗瑪峰仰望的鷹—成空部隊官兵在高原常態化訓練中立起軍人好樣子 

（上）〉，《解放軍報》，2015 年 10 月 8 日，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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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邊界問題時，需藉由獲得制空權掌握，以降低陸軍部隊作戰之侷限性，因而顯

現出空軍部隊格外重要性。 

 

圖 3-4：西藏自治區陸軍主要兵力分佈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Right Sizing The People’ 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 s Military43及 Google Map 繪製。 

第三節 西部戰區劃設後職能與任務 

隨著中共近年來快速發展下，逐漸登上世界頂點大國角色，對於亞太地區的

影響力也迅速增長，相對於亞太地區諸多不穩定的因素，也成為中共必須正視的

問題。為了強化對現代化局部戰爭的因應能力，中共勢必要針對周邊環境，塑造

不同於以往「積極防禦」的戰略思維，以作為構建從廣大領土輻射出去各方向、

                                                      
43 Roy Kamphausen and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 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7), pp. 37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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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的安全機制。習近平指出各戰區有應對之戰略方向、安全威脅、維護國家軍

事安全的作用，因而需要強化對軍事力量運用的特點，並且擬制戰略計畫，謀求

戰爭優勢性。44此外，戰區的職能，相較於以往大軍區體制時組織目標更為明

確，原七大軍區體制皆要管理建軍備戰、行政職能等工作要項，而戰區主要任務

則是聚焦於聯合作戰的戰略謀劃、備戰等作為，相對提高戰區對作戰任務的專注

度。西部戰區司令員趙宗岐曾表示，因為西部戰區成立後任務劃分明確，更可以

專注於備戰問題，使軍隊達到常態運行之效果，45使戰區得以針對特定戰略目

標，謀劃專屬戰略策略的方向前進，使得解放軍成為因應特定區域作戰而存在的

武裝力量，並藉由提高各軍兵種聯合作戰契合度，聚焦於中共所提出「能打仗、

打勝仗」的戰略企圖。 

持此觀點，中共劃設五大戰區，將成都軍區與蘭州軍區合併為西部戰區，勢

必有特定戰略需求，因而本節將針對西部戰區戰略位置、主要戰略方向、中共可

能推行的戰略手段作深入探究，以瞭解中共對於西部戰區劃設企圖，是否能有效

結合地緣因素，應對中國大陸廣大西部的安全威脅與利益維護。 

壹、西部戰區解放軍與武警部隊兵力編成 

由於西部戰區管轄範圍未瀕臨海洋，因而無水面備戰問題，為五大戰區中唯

二無海軍部隊編制之戰區。西部戰區所轄解放軍部隊之組成軍種以陸軍與空軍為

主，陸軍與空軍部隊在戰區劃設後，除一般行政、訓練等執掌由各軍種司令部管

轄外，主要在作戰職能上已經統一劃由戰區統籌，戰時更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

                                                      
44 王士彬、安普忠，〈習近平主席向五大戰區授予軍旗並發佈訓令—宣佈建立中國人民解放軍東 

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部戰區中部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 年 2 月 1 

日。參見 http://www.mod.gov.cn/power/2016-02/01/content_4640970.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 
45 楊彪、陳民飛、郭豐寬，〈西部戰區司令員趙宗岐上將談打造一流戰區〉，《中國軍網》， 

2017 年 3 月 8 日。參見 http://www.81.cn/big5/jmywyl/2017-03/08/content_7519885.htm（瀏覽日 

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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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統一指揮，是故本節主要針對西部戰區轄內之陸、空軍部隊作為分析重點，針

對直屬中央軍委領導之解放軍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因其主要指揮權不直接由

戰區領導，且在對於中國大陸邊境相關防務、反恐維穩任務執行也以解放軍陸

軍、武警部隊為主，火箭軍與戰略支援部隊應對此類作戰任務第一線機率較小，

故其相關資料不在本節研究範圍之內。 

除此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警察部隊亦為中共武裝力量之一，如同解放

軍部隊為因應各時期戰略需求，在組織編制上經過多個時期的變動，中共在 2018

年針對武警部隊的指揮體制做出決議，從中共頒布之《中共中央關於調整中國人

民武裝警察部隊領導指揮體制的決定》可得知，自 2018年 1月 1日起，武警部隊

不再直屬於國務院與中央軍委雙重領導下，改由中共黨中央、中央軍委集中領

導，指揮體制變為中央軍委—武警部隊—部隊領導的指揮編制，46顯見在這樣領

導權制度轉變下，中央軍委對武警部隊的指揮權成為唯一。原先武警部隊依照任

務與職掌不同，所劃分若干專職武警部隊，分別有內衛武警、邊防武警、消防武

警、黃金武警、水電武警、森林武警、特種武警以及機動武警等八種任務屬性部

隊，在 2018 年 3 月 21 日中共所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明確指出，

其中原本部分武警部隊不再歸屬武警管轄範疇，其中公安邊防部隊、黃金、森

林、水電武警部隊，改由國務院下轄之相關部門管轄。47因而本節為探究西部戰

區針對西部境內、外國家領土與維穩武裝力量為目標下，在武警部隊研究範圍界

定內，主要針對處置關於影響中共社會安全穩定突發狀況的內衛武警、特種武

警、機動武警部隊進行探究，藉由分析西部戰區轄內武警部隊及其任務職能，以

瞭解戰區對境內非傳統軍事安全威脅應對能力之影響。 

 

                                                      
46 〈中共中央決定調整中國人民武裝員警部隊領導指揮體制〉，《人民日報》，2017 年 12 月 28 

日，版 1。 
47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人民日報》，2018 年 3 月 22 日，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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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陸軍部隊 

西部戰區陸軍指揮機構駐地位於甘肅省蘭州市，司令員及政委分別為何衛東

中將與徐忠波少將，職務級別屬於副戰區級。在戰區改革政策中，將原來中共隸

屬的 18個集團軍，整合為 13個集團軍，48這是將龐大兵源縮編的作法，也說明中

共在軍改政策方向，將朝高質量、少冗員的目標前進。原屬蘭州軍區的第 21集團

軍與部分第 47 集團軍所屬部隊，透過組織調整合編為第 76 集團軍，而原屬成都

軍區的 13集團軍以及第 14整合部分所下轄部隊，調整合編為第 77集團軍，亦為

藉由裁編單位，集中集團軍可用之作戰兵力，朝向軍隊質量精緻化作為，而就目

前可獲悉之公開訊息，西部戰區劃設後之兵力與原先各自蘭州軍區與成都軍區相

比下，與原先兩大軍區之兵力上並無明顯增減，有所差別應是在原先蘭州軍區所

屬陝西省、成都軍區所屬之雲南以及貴州省之兵力差異，因西部戰區劃設後上述

所屬三個省份之兵力隸屬戰區改為中部、南部戰區，如有兵力變化應為此三行政

區所屬之兵力增減原由。除此之外，在整編集團軍過程中，從其指揮機構駐地更

動上可以看出，原蘭州、成都軍區在西部戰區合編後，更為明顯的對外戰略方

向，第 13集團軍部從重慶市移至四川成都市，以汽車為交通工具需耗時約 5個小

時，距離約 400公里；第 21集團軍更是從陝西寶雞市西向移至青海西寧市，以汽

車為交通工具耗時約 9 個小時，兩地距離間隔約 750 公里，兩個集團軍軍部在地

理位置上皆為西移，主要針對西部地區所屬任務方向，縮減與西部戰區下轄部隊

之實際距離，其中第 13集團軍軍部駐地亦為西部戰區指揮機關駐地，在執行相關

任務指揮，得以因其距離縮減而使指揮命令更能有效監督執行。從西部戰區指揮

機關駐地位置判別，雖為蘭州軍區與成都軍區合編而成，但卻將戰區指揮中樞設

置於成都，由此可見西部戰區在對境外戰略企圖上，相較中亞與印度之局勢衝突

                                                      
48 〈中央軍委決定以原 18 個集團軍為基礎調整組建 13 個集團軍〉，《中國軍網》，2017 年 4 月 

27 日。參見 http://www.81.cn/big5/sydbt/2017-04/27/content_7580255.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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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面對與印度邊界衝突格外重視。此外，西部戰區所轄之新疆軍區與西藏軍

區雖同為省軍區單位，但兩者因防務位置特殊性，因此直屬於中央軍委陸軍領導

機構，而非中共國防動員管理部，49這亦是西部戰區中須重視的兵力部署。新疆

軍區主要第一線面對中亞地區，而西藏軍區則以中印兩國邊界關係為主，另外，

藉由新疆與西藏軍區軍政主官軍銜階級，大致上可辨別新疆軍區與西藏軍區為副

戰區級別。50 

中共解放軍陸軍部隊原先編制為集團軍、師、旅、團、營、連、排、班級

制，其中集團軍由師、旅級別單位編成，而旅級單位則由團、營組成。中共為了

縮減指揮層級企圖下，提出將解放軍原來「軍—師—團—營」制，改為「軍—旅

—營」制，藉由編制調整將大多師級單位、團級單位改為旅級，達到提升指揮命

令傳達效率，方便下級部隊更迅速遂行相關備戰任務。51雖然陸軍部隊主要任務

是遂行陸地作戰，但在多樣戰爭型態轉變之下，解放軍陸軍也開始針對其作戰型

態有所轉化，並結合其他軍兵種實施聯合作戰，成為具有合成能力的作戰編制，

依照機動作戰、立體攻防的戰略要求，由區域防禦積極向全域機動轉變，凸顯出

小型化、功能化之部隊能力。52  

西部戰區所屬陸軍部隊包括新疆軍區、西藏軍區、第 76 集團軍以及第 77 集

團軍，是由多個專業兵種與裝備組成之武裝力量。持平而論，由於軍改針對部隊

                                                      
49 許必成、鄭光偉、嚴小娟，〈強軍潮湧天山南北—新疆軍區遵循習主席訓詞建設現代化新型陸 

軍紀實〉，《新疆日報》，2016 年 8 月 1 日，版 A01。 
50 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第三章第十一條，軍事、政治、後勤軍官實行職務等級 

編制軍銜規定，副大軍區職編階以中將為主，少將為輔；正軍職編階以少將為主，中將為高 

配。亦可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09 年 7 月 13 

日。參見 http://www.mod.gov.cn/policy/2009-07/13/content_3098881.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7 日）；西藏軍區正式升格為副軍區級別，由其司令員為解放軍許勇中將之軍銜級別研 

判，經中共官方報導事實確認，辨別其單位為副軍區級別。亦可見邵敏、付曉輝，〈中國陸軍 

轉型努力「摸著石頭過河」〉，《中國青年報》，2016 年 5 月 12 日，版 12。 
51 馬浩亮，〈聚焦軍改：職權調整擺脫陸軍獨大〉，《大公報》，2015 年 12 月 3 日，版 A19。 
52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軍事戰略（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 

部》，2015 年 5 月 26 日。參見 http://www.mod.gov.cn/regulatory/2015- 

05/26/content_4617812_5.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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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改革仍處於進行過程，公開資料尚處變動狀態，陸軍部分部隊番號大多僅能

從中共官方出版品與網路資料得知，從目前已獲知的資料可知，第 76集團軍下轄

合成 12旅、合成第 17旅、合成第 56旅、合成第 62旅、合成第 149旅、合成第

182 旅等 6 個合成旅、53特戰第 76 旅、陸航第 76 旅、炮兵第 76 旅、防空第 76

旅、工程防化第 76旅54以及勤務支援第 76旅；第 77集團軍下轄合成第 39旅、合

成第 40旅、合成第 55旅、合成第 139旅、合成第 150旅、合成第 181旅、陸航

第 77旅、55特戰第 77旅、56炮兵第 77旅、57防空第 77旅、58工程防化第 77旅、

勤務支援第 77旅。兩個集團軍分別下轄 6個合成旅作為戰鬥部隊，另外還配有陸

航旅、炮兵旅、防空旅、特戰旅、工化旅等 5 個戰鬥支援旅以及 1 個勤務支援旅

（參見表 3-2）。 

此外，除了戰區直接管轄的集團軍外，西部戰區另外還有新疆軍區與西藏軍

區所屬武裝部隊，新疆軍區指揮部駐地為烏魯木齊，下轄陸軍單位有輕型機械化

步兵第 4師、機械化步兵第 6師、摩托化步兵第 8師、摩托化步兵第 11師、59特

                                                      
53 〈西夏區委四套班子成員一行到朔方路街道轄區「八一」慰問駐地部隊〉，《銀川市西夏區人 

民政府》，2017 年 7 月 28 日。參見 

http://www.ycxixia.gov.cn/zxdt/xzdt/201707/t20170728_319182.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7 

日） 
54 王裴楠、張茜，〈一周看 | 瞧瞧部隊裡發生的那些事兒〉，《中青在線》，2017 年 6 月 13 

日。參見 http://news.cyol.com/content/2017-06/13/content_16182376.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7 日）  
55 傅磊、張放、彭小明，〈第 77 集團軍某陸航旅出動 4 架直升機轉移 9 名重傷員〉，《中華人 

民共和國國防部》，2017 年 8 月 9 日。參見 http://www.mod.gov.cn/big5/action/2017- 

08/09/content_4788379.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56 衡宇，〈野外駐訓，特戰隊員來個山崖攀登是啥感受〉，《中國軍網》，2017 年 8 月 19 日。 

參見 http://www.81.cn/syjdt/2017-08/19/content_7723521.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57 〈陸軍第 77 集團軍某炮兵旅海拔 4700 多米高原展開多彈種演練〉，《央視新聞網》，2017 年 

10 月 31 日。參見 http://news.cctv.com/2017/10/31/ARTIcHZLUQZdYlKJAPaKrU6r171031.s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58 孫利波，〈第七十七集團軍某旅著眼新體制新使命深化練兵備戰─挺進高原錘煉防空勁旅〉， 

《解放軍報》，2017 年 9 月 18 日，版 1。 
59 Roy Kamphausen and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 Sizing The People’s Liv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litary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7), pp. 36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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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第 84 旅、陸航第 84 旅、60炮兵第 84 旅、防空第 84 旅、工化第 84 旅、61電子

對抗旅、獨立第一團、獨立第二團、邊防團 13個。其中多數部隊駐紮位置於高海

拔地區，尤其是邊防團等單位因任務特性，大多駐守於中國大陸國境邊界，以維

護邊界安全為首重。西藏軍區指揮部駐地為拉薩，下轄陸軍作戰部隊有山地合成

第 52旅、山地合成第 53旅、合成第 54旅、特戰第 85旅、陸航第 85旅、炮兵第

85旅、62防空第 85旅、工化第 85旅、63電子對抗第 7旅、646個邊防團。65  

在西部戰區成立前，蘭州軍區所屬任務主要是共同衛戍北京軍區、協助新疆

地區安全，而因中國大陸西藏阿里地區亦為新疆軍區管轄範圍，因此中共與印度

克什米爾地區的衝突維護，亦屬蘭州軍區所轄範圍。進一步言，中共、印度、巴

基斯坦之間的衝突亦為中共所必須防範的，以確保中共與巴基斯坦之間經貿通道

安全。而成都軍區所屬任務主要則是維護與印度邊界衝突、中共與緬甸交流順

利，確保藉由緬甸出口港灣安全。66而在西部戰區成立後，藉由兩大軍區合併，

所屬任務也一併由西部戰區應對，其中也為緬甸所屬的皎漂港口開發維護，但是

經過五大戰區劃設後，因與緬甸接壤面積較廣之雲南省劃為南部戰區範圍，因而

                                                      
60 陳傑，〈情繫學子 敬業正直—2017 年應徵入伍學生及家長給學校武裝部贈送錦旗〉，《成 

信新聞網》，2017 年 9 月 24 日。參見 http://www.cuit.edu.cn/ShowNews?id=6245（瀏覽日期：  

2018 年 1 月 11 日）  
61 由註 14 地方媒體得知新疆軍區陸航旅番號為第 84 旅，藉此以研判在中共軍隊改革政策中，集 

團軍所屬之特戰旅、陸航旅、炮兵旅、防空旅以及兵團之番號，研判新疆同一防務地區戰鬥支 

援部隊，所屬番號亦為同數字之代號，故推斷其餘新疆軍區特戰、炮兵、防空以及工化旅皆為\ 

第 84 旅。 
62 施秀兵，〈26 名大學生新兵奔赴軍營〉，《沙洲職業工學院》，2017 年 9 月 12 日。參見 

http://www.szit.edu.cn/website/xyxw/20170912/009_3184ab11-36c9-4eab-84a6-60c20aafdcd6.htm 

（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 
63 由註 16 可得知西藏軍區炮兵旅番號為第 85 旅，藉此研判在中共軍隊改革政策中，集團軍所屬 

之特戰旅、陸航旅、炮兵旅、防空旅以及兵團之番號，研判西藏同一防務地區戰鬥支援部隊， 

所屬番號亦為同數字之代號，故推斷其餘西藏軍區特戰、陸航、防空以及工化旅皆為第 85 

旅。 
64 李武華、馬素萍，〈新兵奔赴軍營！看看他們都去了哪些地方？（附新兵名單）〉，《搜狐 

網》，2017 年 9 月 11 日。參見 http://www.sohu.com/a/191303447_159889（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1 日）  
65 Roy Kamphausen and Andrew Scobell, eds., Right Siz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xploring  

The Contours of China’s Military (Carlisl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7), pp. 372-373. 
66 譚傳毅，〈中國各大軍區兵力配置〉，《今日新聞網》，2011 年 10 月 9 日。參見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11009/475582（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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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緬甸之戰略方向作為，應以南部戰區為主，此處不再深入探究。在西部戰區劃

設下，其西北地區與西南地區地面部隊得以相互融合，彌補各自在地形戰力上的

不足，這是以中國大陸境內地形要素作出初步考量，由於原蘭州軍區大部分地形

為高原、盆地為主，因此主要作戰方式以機械化作戰主攻，山地形式作戰輔助。

相較於成都軍區地形則多為高原，平均海拔高度高於 4000公尺，因而重型機械部

隊較不適合此地形作戰，這樣的地形以山地類型作戰為主，以小區域劃分負責。

因此在應對新疆安全威脅、西北境外地區作戰任務時，如能在必要時刻綜合第 77

集團軍、西藏軍區支援，對於作戰任務的執行力必有加強效果。相對地，在西藏

應對西藏境內安全問題、中印邊界衝突時，亦適時透過戰區指揮調動第 76 集團

軍、新疆軍區的兵力支援。其中，主要戰區共同維護任務統一後，一方面可應對

境內三股勢力流竄時，南北指揮中樞統一及防禦範圍重疊下，更為有效跨省分維

護恐怖襲擊的威脅，二來對於境外威脅作戰方式不同時，有因應不同地形屬性的

作戰部隊，得以調換補強戰力劣勢。 

 

 

 

 

 

 

 

 



 

90 

表 3-2：西部戰區劃設前後部隊編制對照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西部戰區下轄之陸軍部隊編裝，從現有中共民間官方與非官方民間網站資訊

中，幾經核對後概略得知集團軍之部分編裝單位數量，一個集團軍大多下轄 5 至

6 個合成旅作為主要作戰單位，主要將機械化步兵分為重型、中型和輕型三種類

別，其主戰裝備分別以履帶式步戰車、6輪或 8輪步戰車以及突擊車為辨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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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另外還配屬陸航旅、68炮兵旅、防空旅、特戰旅、工程防化旅作為戰鬥支援部隊

以及 1 個勤務支援旅負責後勤支援。69其中，合成旅在統合舊有輕重步兵旅各項

火力打擊外，另輔以專業火力支援、後勤維護、保修能力以遂行主要作戰任務。

陸軍航空兵則是利用優於地面部隊快速之機動能力，提升快速反應的應變能力，

藉此達到戰場偵察、空中打擊及兵力投送任務。70炮兵則是透過由火炮、火箭

炮、反坦克導彈等裝備所組織的火力打擊範圍，擔負地面火力突擊任務。71防空

旅則是透過地對空反導能力，掩護攻擊部隊進退攻守，任務屬火力支援類型，非

主要打擊部隊。72特戰旅即特種作戰，任務屬性多數均於特殊環境下進行，透過

特殊偵察、突襲、反恐及斬首行動等，目的在於打擊敵方兵力的同時創造共軍有

利條件。73工程防化兵在戰場上為了使作戰部隊得以順利作戰，針對戰場執行特

殊前置作業，例如掃雷、搭建橋樑等，抑或是隨行軍隊行動，以確保武器裝備故

                                                      
67 〈解放軍陸軍或推軍改師 再見了集團軍〉，《文匯網》，2016 年 8 月 8 日。參見 

http://news.wenweipo.com/2016/08/08/IN1608080008.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9 日） 
68 張路、石磊，〈王曉東、李愛華等縣領導開展「八一」建軍節慰問活動〉，《江蘇省泗洪縣人 

民政府網》，2017 年 8 月 1 日。參見 

http://www.sihong.gov.cn/sihong/ywdt/201708/faf7e21c028e4fb0be79397656ce02d6.shtml（瀏覽 

期：2018 年 2 月 26 日） 
69 〈西進北出：從軍改看中國陸軍未來佈局〉，《多維新聞網》，2017 年 8 月 22 日。參見 

http://culture.dwnews.com/history/big5/news/2017-08-22/60008159_all.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9 日） 
70 〈中國軍隊：陸軍航空兵 陸戰鐵翼傲沙場〉，《中國新聞網》，2017 年 7 月 19 日。參見 

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7/07-19/8282155.s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71 徐瑞、屈凱明，〈火炮怒吼震撼人心，沒錯，這就是炮兵！〉，《中國軍網》，2018 年 1 月 4 

日。參見 http://jz.chinamil.com.cn/n2014/tp/content_7895133_2.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9 

日） 
72 海洋、陳星佐，〈「火力-2017‧山丹」基地化演練落下帷幕〉，《中國陸軍網》，2017 年 9 

月 12 日。參見 http://army.81.cn/content/2017-09/12/content_7752732.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73 Dennis J. Blasko, “PLA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Organizations, Missions and Training,” China  

Brief, Vol. 15, No. 9, 2015, p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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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排除等。74勤務支援旅職能是透過新型裝備輔助，協助作戰部隊裝備維修與指

揮管制系統維護，另針對部隊傷員採取後送醫療處置。75 

合成旅大多下轄八個營，分別為 4個合成營、1個炮兵營、1個防空營、1個

作戰支援營、1 個勤務保障營（參見圖 3-5）76，從合成旅、合成營編制可得知，

解放軍陸軍部隊單位已逐漸實現全域作戰概念，綜合了偵查、步兵、特種兵各兵

種作戰能力，另以陸航部隊立體攻防戰術支援，而後藉由保障營後勤補保系統協

助，達到整體應急作戰的能力，77從連級之間支援作戰至營級間聯合作戰，均可

在合成旅指揮之下遂行任務，78解決以往各個軍區兵種間聯合戰力時的延宕問

題，以及軍種間難以掌控的協調過程，這是貫徹聯合作戰效能之關鍵點，軍種之

間的協調作戰除了指揮權隸屬外，更須考慮到軍種作戰契合度，因此藉由組織編

裝調整，將原來是旅級單位才具備之部隊指揮權授權於營級主官，減少指揮層次

的協調，使得在命令傳達與作戰任務實況靈活搭配，強化陸軍部隊基層單位之協

同戰術基礎，達到影響作戰即時性效率之戰略性轉變。 

                                                      
74 王玉山、戴強、馬騰，〈建軍 90 周年閱兵丨工化精兵顯神通—走進慶祝建軍 90 周年閱兵工程 

防化保障方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7 年 8 月 1 日。參見 

http://www.mod.gov.cn/education/2017-08/01/content_4787516.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8 

日） 
75 閔甯、梁建才、肖馳宇，〈南部戰區陸軍某勤務支援旅加速推進新質戰鬥力建設—勤務新銳跑 

步進入戰位〉，《解放軍報》，2017 年 8 月 23 日，版 2。 
76 賈保華，〈第 76 集團軍某旅新質作戰能力建設駛入快車道—只爭朝夕，鐵甲勁旅插上信息化 

翅膀〉，《解放軍報》，2017 年 7 月 10 日，版 2；龍率真，〈共軍「合成營」發展 問題重 

重〉，《青年日報網》，2017 年 11 月 25 日。參見 https://www.ydn.com.tw/News/265696（瀏 

覽日期：2018 年 1 月 19 日） 
77 吳科儒、仲崇嶺、董坤，〈合成營有了陸航引導員 勤務保障營把各種保障力量整合在一起— 

新體制新編制下，一個合成旅的作戰能力有多強〉，《中國青年報》，2017 年 9 月 14 日，版 

12。 
78 孫利波，〈西部戰區陸軍—兵種合成作戰訓練上演對抗「重頭戲」〉，《解放軍報》，2018 年 

1 月 14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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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集團軍編制預想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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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軍部隊 

西部戰區空軍指揮機構駐地位於四川省成都市，其司令員與政委分別為戰厚

順中將、舒清友中將，屬於副戰區級別。根據中共 2013年《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

化運用》白皮書提及，2016 年軍改前，各軍區的空軍指揮機構下轄若干空軍基

地、航空兵、地空導彈旅以及雷達旅等單位，由航空兵、空降兵、電子對抗等多

種專業兵種組織而成，79其中航空兵為空軍主要作戰兵種，並搭配殲擊機、地面

攻擊機、戰鬥轟炸機、運輸機以及偵察機所組成的戰力。802016 年軍改後，解放

軍為增強西部地區戰略方向作戰投射，需藉由戰區指揮權限整合，以解放軍空軍

各兵種之空中作戰與防空訓練，並且與解放軍陸軍部隊的戰力配合，持續加強新

組建的空軍基地所屬航空兵作戰能力，以及空軍各兵種間的聯合演練契合度，81

藉由高頻率的聯合作戰訓練，提升解放軍空軍各專業兵種戰鬥力之合作默契，強

化西部戰區空域戍守之安全。 

在西部戰區劃設前，成都、蘭州軍區轄內之解放軍空軍主要由空軍指揮機關

總管訓練、後勤、行政庶務職責，82從中共官方公開資料亦可得知，在西部戰區

劃設後，解放軍空軍在武裝力量方面，主要以空軍基地為主要作戰指揮機構。其

中西部戰區所下轄三大空軍基地，分別為烏魯木齊空軍基地、83蘭州空軍基地、

                                                      
79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3 年 4 月 16 日。參見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 
80 Roger Cliff et al., Shaking the Heavens and Splitting the Earth: Chinese Air Force Employment Con 

cepts in the 21st Centur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1), p.20. 
81 李建文，〈南部戰區空軍某基地充分發揮新體制練兵備戰聚合效應「空中編組」融鑄聯合作戰 

鐵拳〉，《解放軍報》，2017 年 11 月 26 日，版 2。 
82 Roger Cliff et al., Shaking the Heavens and Splitting the Earth: Chinese Air Force Employment Con 

cepts in the 21st Century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11), pp.16-19. 
83 〈新疆民航開展「八一」慰問活動共敘軍民魚水情〉，《中國民用航空新疆管理局》，2017 年 

8 月 29 日。參見 

http://www.caac.gov.cn/big5/xj.caac.gov.cn/XJ_XXGK/XJ_DJWH/201708/t20170828_46431.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瀏覽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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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薩空軍基地，84另外亦下轄數個殲擊機師，85像是空軍第 33師、86空軍第 6師、

87運輸師、88雷達旅、89地空導彈旅等，90從主要部隊類型可得知，西部戰區所屬

空軍具有之武裝力量，有殲擊機空對空作戰、殲轟機空對地作戰、地對空導彈火

力等，另以運輸機支援各項任務作戰力量，得以有效具備對新疆、西藏地區，更

甚是境外中亞與印度等區域，遠距離投送兵力與後勤資源補給的運載。戰區空軍

部隊除軍種訓練及行政事務部分，依舊由戰區空軍指揮機構掌握外，在作戰指揮

權隸屬上改由西部戰區直接領導。91軍改後解放軍空軍編制中空軍基地組建基

礎，大多以原空軍現有基地、指揮所整編而成，部分基地則是以原軍區空軍指揮

機構沿用，像是烏魯木齊與拉薩空軍基地編制，就是由原先烏魯木齊指揮所、拉

薩指揮所調整編裝而成，而蘭州空軍基地則是以舊蘭州空軍指揮機關再行組建而

成。為了使空軍聯合作戰時效性提升，中共空軍另一改革重點是將空軍後勤資源

統整，以克服多機型相異之後勤維修與補給問題，建立後勤資源融合模式，92原

來各解放軍空軍航空兵師所屬飛機、裝備通常屬於類似種類，而航空團也配備單

一型號與類型之機種與機場下，93其所下轄之各基地、機場後勤維護系統及資源

                                                      
84 肖濤、蔣翠蓮，〈區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舉行「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專題學習會，吳英傑主持  

丁業現出席 戴木才作報告〉，《西藏日報》，2017 年 4 月 29 日，版 1。 
85 楊進、王莉，〈國際範兒的新銳一代中國空軍飛行員〉，《中國青年報》，2017 年 9 月 28 

日，版 11。 
86 廖東慶，〈中國空軍到底有多強？〉，《台灣海外網》，2015 年 9 月 15 日。參見 

http://www.taiwanus.net/news/press/2015/201509151933591022.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5 

日） 
87 馬紅娟，〈軍民攜手共鑄新輝煌〉，《解放軍報》，2012 年 2 月 12 日，版 5。 
88 張海晶、李君，〈大國之翼，如何「動於九天之上」—西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師加快推進轉型 

錘煉戰略投送能力新聞調查〉，《解放軍報》，2018 年 1 月 15 日，版 5。 
89 賈沖，〈西部戰區空軍某雷達旅挖潛裝備性能提升實戰能力—挑戰極限練「鷹眼」〉，《解放 

軍報》，2018 年 1 月 16 日，版 1。 
90 黃博本，〈風清氣正激勵一心向戰—西部戰區空軍地導某旅營長常紹毅速寫〉，《解放軍 

報》，2017 年 9 月 23 日，版 3。 
91 公開資料說明空軍拉薩基地設置政治部保衛處，由其職能部門為「處」級，可推斷空軍基地 

應為正（副）軍級其中之一。亦可見〈空軍再出資百萬援建第八所「藍天春蕾小學」〉，《西 

藏日報》， 2017 年 7 月 17 日，版 6。 
92 楊進、曹傳彪，〈西部戰區空軍某基地 20 餘項創新機制與改革調整配套對接—確保新體制釋 

放巨大活力〉，《解放軍報》，2017 年 6 月 16 日，版 1。 
93 〈英媒關注中國空軍編制改革：2 個航空師確定改旅〉，《央視網》，2014 年 1 月 22 日。參 

見 http://military.cntv.cn/2014/01/22/ARTI1390351882926133.s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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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單一所屬機種為主。在劃設戰區後，為了因應空軍隨時機動作戰的立即考

量，中共推行將各類機種維修資源統一配置，將各類型後勤補保人員、資源分配

給各空軍基地與機場，使空軍在作戰時刻，不至於受限燃料或機械損壞狀況所影

響而不能執行長途任務，增強在戰區指揮層級之下，更能多方支援作戰部署之保

障目的。 

如同習近平曾提及強國、強軍必須以強化後勤為優先，後勤建設是影響戰爭

勝負的關鍵因素之一，為了擁有堅強的戰力，後勤能量的增強必須同步於軍隊發

展的進步。94本文認為習近平重視後勤因素，富含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之意，藉

由將各機型機械、維修器材、通用零件統一分配，以利所有下轄各單位與基地不

同機種、機型資源共用。例如將各個空軍機場的油料種類和儲備量提高，不再侷

限某機種或機型的用油，並將各種設備與數量也同時增加，這個方式除了可以避

免各樣機種在參與移地駐訓、聯合演練等時機，找不到專屬的後勤維修能量外，

也可以減少後勤人員將特定維修零件、油料長途移動的風險，最重要的是短時間

之內，即能提供戰機作戰所需的資源，間接提升西部戰區空軍在面對緊急事件

時，應急作戰的效率與保障。就這點而言，空軍後勤保障系統轉變，更加說明西

部戰區空軍的作戰範圍擴大，凸顯聯合作戰之企圖，不再侷限短距離局部區域。

在原來成都與蘭州軍區各自所轄範圍較西部戰區小，戰略方向又較為單一，因此

所屬軍區空軍的航空部隊一來因為軍區協調、軍種協調對於聯合作戰之問題，使

得跨區增援的意圖較不明顯；二來則是成都、蘭州軍區距離，並不像整個西部戰

區如此廣闊，相對於戰機往返時間較短。 

解放軍空軍任務為擔負中共國家之空防安全為首要，是空中作戰的主要武裝

力量，搭配高科技指管系統與裝備，持續精進防空反導、偵察預警、戰略投送等

                                                      
94 王士彬、徐葉青，〈習近平在中央軍委後勤工作會議上強調─聚焦保障打贏 加快轉型重塑 努 

力建設強大的現代化後勤〉，《解放軍報》，2016 年 11 月 11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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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執行能力，提升對敵空中威攝能力，95西部戰區空軍兵力配屬除了加強西部

廣大區域的空權維護外，更增添大西部地區陸軍部隊執行任務時的空域保障，使

其在面對中亞與印度的戰略方向時，得以綜合原來兩大軍區的空中作戰力量，更

為有效針對局部區域打擊或支援，這是原先成都與蘭州軍區劃分下，難以企及的

聯合陸空作戰效能，除了能將對作戰影響之地形地勢因素相對降低，另亦可針對

作戰範圍進行全域偵查。除此之外，聯合多機種的航空部隊，也提升對於戰場空

域優勢的機率，再搭配運輸機縮短戰場距離、人員、物資運載時間，配合相關指

管系統搭載，更能確保作戰指揮訊息的傳遞，以利陸軍與空軍部隊聯合作戰任務

遂行。 

三、武警部隊 

西部戰區除面臨對外的邊界安全衝突時，下轄境內地區同時也需面對非傳統

軍事安全之威脅，間接影響社會動盪，甚至造成部分平民遭遇生命財產損失事

件。在談到中共境內的維穩任務，即為中央軍委所領導之武警部隊所負責，因而

在探究西部戰區安全效能、邊防戍守任務時，中共武裝警察部隊力量是不可忽略

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武裝員警法》第一章總則即提到：96 

第一條 「為了規範和保障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依法履行職責，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

穩定，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制定本法。」 

第二條 「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擔負國家賦予的安全保衛任務以及防衛作戰、搶險救

災、參加國家經濟建設等任務。」 

                                                      
9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武裝力量的多樣化運用》白皮書（全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2013 年 4 月 16 日。參見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2 日） 
96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武裝員警法〉，《中國法院網》，2009 年 8 月 27 日。參見 

http://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09/08/id/136707.s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5 日）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jrzg/2013-04/16/content_2379013.htm（瀏覽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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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人民武裝警察大解構》一書中提及，武警部隊在戰時需協助解放軍

從事軍事任務，而平時則是執行國內保衛任務，主要職能即為保障國家主權、維

護社會治安，以保障其公民的安全與合法權益不受侵害。97 

承上所述，可以瞭解到武警部隊任務目標，主要是中共為了境內的統治權掌

握，在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之下，使國家整體安全不受到威脅，因而武警部隊主要

職能就是排除在中國大陸境內，具有安全威脅的人、事、物，並應處突發危安事

件，使社會安全處於穩定局面。西部戰區下轄之武警部隊，多以恐怖主義勢力、

分裂主義勢力及民族主義勢力造成之襲擊事件處置為首要，避免襲擊事件將危險

擴散至中國大陸社會其他角落，波及民眾生活更甚影響社會穩定。西部戰區轄內

主要的內衛武警部隊計有各省、自治區以及直轄市武警總隊，計有寧夏總隊，其

下轄直屬支隊與大隊以及 4 個地方支隊；重慶總隊是於重慶市升格為中國大陸直

轄市後，在 1998年成立的，下轄 8個直屬支隊；四川總隊下轄 7個直屬支隊，主

要負責中共西南方，以四川、西藏地區為主之應急事件處理；甘肅總隊下轄 4 個

直屬支隊，另有白銀市等 15個地方支隊；青海總隊下轄 7個直屬支隊以及西寧等

8 個地方支隊；西藏總隊下轄 2 個直屬支隊，另外還有拉薩市等 7 個地區地方支

隊；新疆總隊則有 8 個直屬支隊以及烏魯木齊等 14 個地方支隊，98各省的武警總

隊，主要負責各省、自治區之區域內的安全事件處置，包含排除轄區內恐怖襲擊

事件所造成之危安。此外，原武警總部各機動師部隊，在軍改後也全數裁編為機

動支隊，指揮權移轉至駐各省市自治區之內衛總隊、武警第一機動總隊及武警第

二機動總隊。99其中兩個武警機動總隊分別下轄 9 個機動支隊，2 個特戰支隊、1

                                                      
97 高哲翰等人合著，《中國人民武裝員警大解構》（臺北市：揚智文化，2003 年 4 月），頁 

32。 
98 高哲翰等人合著，《中國人民武裝員警大解構》（臺北市：揚智文化，2003 年 4 月），頁 

60-69。 
99 古清兒，〈武警將裁撤 14 個機動師規模減半〉，《大紀元》，2017 年 12 月 16 日。參見 

http://www.epochtimes.com/gb/17/12/16/n9963120.htm（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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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工兵防化支隊、1 個直升機支隊，皆直接直屬武警總部，任務為中共造成地區

動亂或安全威脅時，進行暴動鎮壓使社會狀況穩定。 

然而，主要以內部安全維護為主的武警部隊，在原來大軍區時期在應對恐怖

襲擊、搶險救災等任務時，較為著重各省、自治區或直轄市的守衛範圍，但這樣

的防範作為對於動機、人數不明、行蹤不定的恐怖襲擊處置效率有限，大多已經

造成傷亡或遭襲擊後，才採取相關應對作為。而在戰區成立後，雖然武警部隊指

揮主要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但在不論對境外或對境內，多方面非傳統軍事安全

造成中共威脅下，單單只有武警總隊所轄部隊之應變作為已不足，須提升中共各

部隊聯合作戰效能來應對非傳統安全事件。從 2017年 2月底新疆武警總隊、新疆

軍區聯合演練可看出端倪，其中針對整個新疆地區東南西北各個方向進行兵力投

送，以及反恐作戰能力的加強，100明顯看出戰區成立之後，在中共境內反恐維穩

力量上，已不單只有武警的力量作為，而是針對整個境內安全防範戰略作為，由

戰區直接統籌各陸軍兵種與武警部隊聯合相互支援，使之達到更為即時、快速且

綜合戰力的效果。 

貳、 西部戰區戰略位置及方向 

西部戰區所轄範圍除了原成都軍區下轄的雲南省與貴州省，重新劃分為南部

戰區管轄範圍，其餘各省皆為蘭州軍區與成都軍區所轄區域合併，涵蓋範圍包括

甘肅省、寧夏自治區、重慶市、四川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區、新疆自治區等

地，是中共解放軍五大戰區中面積最廣、邊境線最漫長的戰區。蘭州、成都軍區

合併劃設而成的西部戰區，面對之戰略環境更趨複雜，延續原蘭州與成都軍區面

對之問題，可分為內部與外部兩方面，以對內觀點來看，戰區涵蓋三個省份、三

個自治區以及一個直轄市（參見圖 3-6），總面積約 357萬平方公里，根據中共統

                                                      
100 吳敏、王國銀，〈空地聯合，反恐精銳全疆域投送—武警新疆總隊聯合軍地組織兵力投送和武 

裝巡邏演練見聞〉，《解放軍報》，2017 年 2 月 28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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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局 2017年統計年鑑資料上得知，西部戰區所轄省份區域人口總數約為 17,917萬

人，占全中國大陸人口總數 12.9%。101相較於中國大陸沿海省份來說，新疆與西

藏地區的人口密度相對較低，在境內面對突發情事時，處置反應與時間掌握度也

可能相對延遲，導致應對恐怖襲擊事件效率不彰；以對外觀點剖析，西部戰區在

原七大軍區時期分為蘭州與成都兩個軍區，分別將戰略方向投射往中國大陸西北

以及西南地區，合併劃設戰區後，邊境問題及非傳統軍事安全問題也將由西部戰

區統一應對。類似於俄羅斯建立的戰區制度一般，中共在五大戰區劃設時，是將

中國大陸分為四個向外輻射的作戰地區，以及一個中樞衛戍中心，以不同的戰略

方向作為劃分五個戰區的考量依據。102西部戰區劃設後，戰區所轄區域與多達 10

個鄰國接壤，以簡要的兵力部署企圖分析，主要就是負責整個大西部輻射出去的

中亞與印度範圍，同時需要面對這些區域內多樣的安全與利益維護問題。 

 

圖 3-6：西部戰區省、市、自治區範圍圖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 Google 地圖繪製。 

                                                      
10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鑑-2017》（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 年 9 

月），頁 34。 
102 韓旭東，〈「軍區」改「戰區」，為戰爭做好準備〉，《領導文萃》，第 15 期，2016 年 8 

月，頁 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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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亞地區 

因為地理位置因素，使得西部戰區與中亞地區各國關係連結在一起，也使得

中共需防範中亞地區對中國大陸領土產生之安全、利益影響。以最直接分析方式

來看，中共與中亞地區之關聯重點，即是與哈薩克等中亞五國、阿富汗、巴基斯

坦之合作與競爭關係。雖然在上海合作組織推動下，中共與鄰國的關係構築多邊

互動平台，但在美國與俄羅斯等外國勢力介入之下，各國與中共之間仍有著部份

不確定之競合因素，西部戰區戰略所需面對之方向也因而備受重視。 

（一）哈薩克 

哈薩克為中亞地區第一大國，更為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的重要國，對中

共西進之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共與哈薩克兩國在 2005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2011

年共同簽署兩國間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定，習近平更在 2013年出訪中亞時，提及

哈薩克為中共未來向西開放規劃的重要支點國家。103中哈兩國在經貿、礦產資源

交流方面，也是彼此重要合作夥伴，在 2016年時，兩國雙邊貿易額約為 130億美

元，在油氣資源開採方面，雙方更共同修建了中哈原油管道，為第一條跨境輸油

管線，而這條原油運輸管道至 2017年 3月止，已經向中共輸送原油約 1億噸，約

略為中共 2016 年原油一半的產量，104另外中亞地區往中共境內之三條天然氣管

線，皆有通過哈薩克境內，105顯示中共與哈薩克合作關係密切，哈薩克對中共來

說是重要的合作國。然而，雖然兩國漸趨為合作關係，但在蘇聯解體前哈薩克畢

                                                      
103 郭瓊，〈中國向西開放視角下的中哈關係〉，《現代國際關係》，第 4 期，2014 年 4 月，頁 

29-34。 
104 周翰博，〈中哈原油管道輸油量突破一億噸〉，《人民日報》，2017 年 4 月 3 日，版 5。 
105 〈中國同哈薩克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7 年 8 月。參見 

http://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yz/1206_11/1206x1/（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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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與俄羅斯關係較為親近，而中俄關係的不明確，仍可能隱藏著部份競爭關係，

不得完全排除對於中哈兩國關係不會造成影響。 

（二）吉爾吉斯 

吉爾吉斯在地理位置上與新疆接壤，中共與吉爾吉斯兩國自 1992年建交以來

之發展，均朝向合作方向前進，兩國也在 2004年確認雙方邊界問題。106在上合組

織推動下，近年兩國的交流頻繁，於 2013年習近平出訪吉爾吉斯時共同建立戰略

夥伴關係。2017 年吉爾吉斯總統兩度訪華參與「一帶一路」論壇，107可看出吉爾

吉斯對於中共拓展策略之認同。除此之外，中共更為吉爾吉斯主要貿易對象之

一，吉爾吉斯為求其國家利益發展條件下，勢必會傾向與中共合作。然而，恐怖

襲擊事件所帶來的安全威脅，仍對兩國造成不小的影響，像是在 2016年 8月發生

在吉爾吉斯境內，中共駐吉爾吉斯大使館遭襲擊事件，108為中共與吉爾吉斯兩國

之間安全問題帶來疑慮，也是兩國需要正視的問題。 

（三）塔吉克 

中共與塔吉克在 1992 年建交，兩國在 2010 年簽署兩國邊界線的議定書，並

於 2011年舉行中共與塔吉克國界交接，兩國界線問題才大致解決。109而後兩國的

交流逐漸增多，在 2014年習近平至塔吉克進行首次國事訪問，表示中共與塔吉克

兩國將會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拓展國與國之間的發展關係，更視塔吉克為中共

                                                      
106 史謝虹，〈中吉邊界問題的解決及其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2014 

年 3 月，頁 130-138。 
107 〈中國同吉爾吉斯斯坦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7 年 8 月。參見 

http://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yz/1206_13/1206x1/（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8 

日） 
108 周良，〈吉爾吉斯斯坦法院嚴判參與襲擊中國使館的 3 名嫌犯〉，《新華網》，2017 年 6 月 

28 日。參見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6/28/c_1121224862.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8 日） 
109 〈中塔新劃定國界交接 1158 平方公里國土回歸〉，《人民網》，2011 年 10 月 1 日。參見 

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172467/15801679.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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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西開放的重要合作夥伴，110在經貿方面，中共亦為塔吉克主要貿易夥伴之一。

然而，大致邊界問題雖已得到解決，經貿問題上兩國也朝合作方向發展，但是塔

吉克從 1992年建交至 2011年，整整 20年的時間才願意確認邊界問題，難保塔吉

克在邊界問題妥協上有著不得不妥協之因素，而間接埋下中共與塔吉克兩國之間

的矛盾，因此中塔兩國之間的關係仍需持續觀察。 

（四）烏茲別克 

烏茲別克是中亞五國中唯二沒有與中共領土接壤，因此沒有邊界問題之疑

慮。在 2013 年、2016 年分別簽屬中烏兩國合作關係條約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111在 2014年兩國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更成立合資企業，共同經營天然氣管道，完

成了中亞往中國大陸第三條天然氣管道的建設。112也因為自然資源利益因素與邊

界問題不衝突，加上烏茲別克也是中共向西發展至歐洲的戰略通道之一，使中共

與烏茲別克關係持續往和平方向發展。因其特殊地緣關係，較有可能影響兩國關

係的因素仍為三股勢力與外國勢力的介入，例如在美國宣佈開始進行反恐作為

後，烏茲別克與美國達成開放領空領土的協議、讓美軍進駐距離阿富汗邊境較近

的烏茲別克空軍基地等，113使美國軍力得以自由進出中亞地區，也間接使中共的

戰略利益及對中亞地區掌握度受到威脅。 

 

                                                      
110 〈習近平在塔吉克斯坦媒體發表署名文章〉，《新華網》，2014 年 9 月 10 日。參見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9/10/c_1112430120.htm（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8 日） 
111 〈中國同烏茲別克斯坦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7 年 8 月。參見 

http://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yz/1206_34/1206x1/（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9 

日） 
112 〈中亞-中國天然氣管道烏茲別克斯坦段開工日期確定〉，《哈薩克國際通訊社》，2015 年 3 

月 2 日。參見 http://www.inform.kz/cn/article_a2751426（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9 日） 
113 沈旭暉，〈烏茲別克會成為「中亞的中國」嗎?〉，《南風窗》，第 8 期，2015 年 4 月，頁 

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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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土庫曼 

土庫曼與烏茲別克一樣，領土並未與中共相連，因而兩國亦沒有邊界問題爭

端。兩國是在 1992 年建交，並於 2013 年習近平參訪土庫曼時，雙方建立了戰略

夥伴關係。中土兩國主要的往來是在天然氣貿易，在 2015年前已建設完成土庫曼

向中共輸送天然氣管線第三線使用，更在 2014年開始建造第四條管道，與已建成

之三線天然氣管路成為中共天然氣重要輸入來源，114得以保障中共能源缺乏的危

機。而土庫曼是中亞五國中離俄羅斯較遠之國家，受到中共與俄羅斯之影響較

小，土庫曼產業又是以油氣工業為主，是中共拓展「一帶一路」重要能源中心。

因土庫曼資源利益因素，也使外國勢力介入可能性提高，但對於中共需求亦是如

此，是故中共採取合作作為大於與土庫曼產生衝突之機率，因而研判中共與土庫

曼之關係會朝更為和諧方向邁進，產生軍事衝突部分機率尚低。 

（六）阿富汗 

阿富汗東北部的狹長地帶與中共領土接壤，兩國是在 1955年建交後，才開始

有了經貿上的往來，而阿富汗因內亂不斷，中共多次提供阿富汗金援與物資援

助，中共與阿富汗於 1960年確立了兩國的邊界線，因為對邊界問題達成共識，兩

國在邊界問題上少有衝突，主要威脅仍是恐怖主義份子所造成之安全問題，這是

因為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接壤，在局勢較為複雜的國家，恐怖份子從其他國家轉移

到複雜地區相對容易，也造成與阿富汗接壤的新疆地區受到三股勢力威脅大幅提

高。在 1992 年就曾因為阿富汗內亂問題，導致兩國關係中斷近十年，至 2002 年

才恢復中國駐阿富汗大使館，重新開始兩國間正常交流，115然而在 2014 年底美

                                                      
114 馬瑩瑩、範存強，〈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 D 線開工〉，《中國石油新聞中心》，2014 年 9 

月 15 日。參見 http://news.cnpc.com.cn/system/2014/09/15/001507088.s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9 日） 
115 〈中國同阿富汗雙邊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2 月。參見 

http://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yz/1206/1206x1/（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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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隊大幅撤出阿富汗後，阿富汗境內動亂並未重新獲得穩定，不穩定的安全局

勢使得國家經濟衰退，儘管美國延緩了軍隊撤出阿富汗地區的行動，但對於阿富

汗安全形勢並沒有明顯的好轉，甚至使得塔利班組織採取更激烈手段以達成訴

求，116像是近期在 2018 年 1 月 27 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市發生的汽車炸彈襲擊事

件，造成近 200 多人死傷，經阿富汗公共衛生部發言人表示，阿富汗塔利班組織

已宣稱其為此次襲擊事件之製造者。117  

在此一情勢下，中共為了帶動周邊國家共同發展，掌握對中亞地區及對鄰近

國家的話語權，持續為阿富汗提供技術及基礎建設援助，截至 2016年底中共在阿

富汗基礎建設工程等方面，概略簽訂 9 億美元合約，另一方面還提供水利工程等

民生建設的無償援助費用。118然而，在三股勢力影響與社會動亂不減情形下，中

共向周邊國家推展共同發展的經貿政策時，其邊境安全問題必然會持續受到阿富

汗不安全形勢牽連。 

（七）巴基斯坦 

中共與巴基斯坦建交是在 1951 年，巴基斯坦是最早和中共建交的伊斯蘭國

家，兩國之間的關係從 1962年中印戰爭開始至今，巴基斯坦一直是處於支持中共

的一方，而中國也是巴基斯坦軍事裝備主要提供國之一，從 1980年代開始至今，

兩國間高層領導官員定期每年進行互訪，119兩國關係可見一斑。在中共大力推動

「一帶一路」政策下，巴基斯坦與中共的緊密關係，也使其成為「一帶一路」政

                                                      
116 李青燕，〈阿富汗形勢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南亞研究季刊》，第 3 期，2016 年 3 

月，頁 9-25。 
117 代賀、蔣超，〈阿富汗首都遭塔利班襲擊致 258 人死傷〉，《解放軍報》，2018 年 1 月 28 

日，版 4。 
118 〈中國同阿富汗雙邊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2 月。參見 

http://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yz/1206/1206x1/（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29 

日） 
119 〈中國同巴基斯坦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6 年 12 月。參見 

http://www.fmprc.gov.cn/chn//gxh/cgb/zcgmzysx/yz/1206_3/1206x1/（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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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推展的目標國之一，從中共商務部公開資料顯示，自 2009年兩國簽署《中巴自

貿區服務貿易協定》後，中共每年出超巴基斯坦金額逐年提高，再次顯示中巴經

貿關係的成長性。2013 年巴基斯坦正式將瓜達爾港營運權從新加坡港務局移轉給

中共海外控股公司，120瓜達爾港的管理控制權易主後，也使得中共推展「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有了更進一步的推展。同年，為了能夠有效透過瓜達爾港縮短海

上航路距離，中巴高層在互訪期間提出共同建設「中巴經濟走廊」戰略，透過修

建新疆到瓜達爾港的公路、鐵路、油氣管道等，以增加彼此合作互通。121然而，

此一長達 3000公里的路段，仍舊受到巴基斯坦境內恐怖襲擊問題影響，而巴基斯

坦東北部又與中國大陸相連，引發中巴經濟走廊安全關注問題，另外加上外國勢

力的介入，尤其是巴基斯坦北部地區與印屬喀什米爾地區爭議問題，122也間接阻

礙中巴經濟走廊的發展，使得中共朝向南亞及印度洋的戰略利益拓展受到影響，

成為中巴兩國須解決之問題。 

二、新疆地區 

新疆自治區佔據中國大陸近六分之一土地，主要民族由維吾爾族與漢族所組

成，在 1955年新疆省改制為自治區後，雖然權力行使方式為自治區自主管理，但

是在共產黨一黨獨大情形下，自治區實際上只是對外象徵性說法，與新疆民族所

期待的政治自治制度仍有落差，因而維吾爾族對於這種類似殖民化的統治方式，

一直是抱持排斥的態度。1231962 年因為中蘇兩國交惡，維吾爾族與漢族之間的衝

突也開始接連爆發，蘇聯透過電台宣傳手段，鼓勵維吾爾族與哈薩克遊擊隊合

作，襲擊新疆地區邊防作為反抗中共統治的手段，至 1966年，僅僅一年之中，就

                                                      
120 Declan Walsh, “Chinese Company Will Run Strategic Pakistani Port,” The New York Times, JAN 31,  

2013. At http://www.nytimes.com/2013/02/01/world/asia/chinese-firm-will-run-strategic-pakistani- 

port-at-gwadar.html (Accessed 2018/1/30) 
121 毛玉西、呂順景，〈中巴經濟走廊：「一帶一路」推進的「示範區」〉，《廣州日報》，2015 

年 4 月 19 日，版 A8。 
122 劉宗義，〈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進展與挑戰〉，《國際問題研究》，第 3 期，2016 年 6 月， 

頁 122-136。 
123 Rémi Castets, “The Uyghurs in Xinjiang – The Malaise Grows,” China Perspectives, No. 49, 2003,  

p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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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約 5000件類似的襲擊事件發生，124由此得知維吾爾族與漢族的衝突屬高頻率的

衝突事件。維吾爾族的民族主義較偏向獨立傾向，其實與中亞地區政治環境變化

也有所相關。在蘇聯解體時，中亞各國相繼獨立，使維吾爾族內部的分裂主義被

激發，部分激進分子看到民族獨立的契機，此外由於宗教與文化性質類似，維吾

爾族也開始朝疆界外尋求支持。125而在新疆兩大族群所在的城市族群人口比例也

有所分別，在其首都烏魯木齊市仍以漢族為主要居住人口，表示在族群融合的情

形上，仍會因為身分認同問題而有所落差。當國際恐怖勢力與極端主義蔓延之

際，當恐怖勢力與維吾爾族的民族分裂主義有類似目標訴求，將使兩者更為容易

結合，並採取相同手法來引起中共當局的關注，這主要是從內部環境需求與外部

環境勢力結合下所可能衍生的安全問題。 

新疆地區除了三股勢力安全威脅問題外，同時也具有豐富的一些天然氣和石

油儲量，此區的石油以及天然氣資源儲量屬中國大陸領土中產量前三名，另外煤

炭、鉛、鋅、鐵礦、金礦等資源亦為中共領土中前十名，126是一個具有豐富資源

的地區，在資源利益與安全綜合考量下，中共勢必會為了地區資源維護及地區安

全問題，持續加強新疆地區的反恐維穩作為。以其首都烏魯木齊為例，從 2010年

中共開始在新疆地區推動網格化管理，從一般住宅到商場等區域，透過建設監控

系統掌握，使公安、民警在接收到緊急事件時能立刻就近支援。127在 2015年更在

烏魯木齊市推廣約 4 萬多台的高清攝影機，以及 600 多個警衛室組成的管控系

統，以增強對新疆的社會安全管控能力。128 

                                                      
124 S. Frederick Starr,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139. 
125 Rémi Castets, “The Uyghurs in Xinjiang – The Malaise Grows,” China Perspectives, No. 49, 2003,  

pp. 3. 
126 劉振國、黃靜瑞、張琰，〈新疆形成十大礦產資源開發新基地〉，《中國國土資源報》，2016 

年 11 月 24 日，版 1。 
127 王維、李曉曉，〈「精細化」無處不在，「一步一格」管社區〉，《新疆法制報》，2016 年 6 

月 28 日，版 1。 
128 Reza Hasmath, “Responses to Xinjiang ethnic unrest do not address underlying caus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ep 25, 2015. At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 

opinion/article/1276012/responses-xinjiang-ethnic-unrest-do-not-address-underlying (Acce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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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藏地區 

相較於新疆維吾爾族的民族主義，西藏獨立運動的行動較為和緩，但仍有獨

立運動持續著，對中共政權穩定依舊存有一定的影響力。從中共成立政權以來，

兩方大小衝突不斷，從 1950年中共為表明對西藏的主權掌握，派兵與西藏守軍交

戰，到 1959年拉薩民眾為維護其主權，而舉行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結果中共藉

機派兵鎮壓，致使達賴喇嘛逃亡至印度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並長期反對中共

宣稱西藏為其領土說法，堅持西藏擁有對外的獨立主權。1292008 年西藏人士所組

成的西藏青年大會透過徒步返回西藏作為歸鄉訴求的號召，使得中國大陸境內爆

發多處衝突事件，西藏首都拉薩由尤為激烈，使得中共不得不慎重處理。而此一

暴力事件的衍生，也使中共注意到西藏地區的安全維穩效能，其區域性的分裂主

義仍是西藏地區對中共政權危險因素之一。 

進一步言，西藏是中國大陸與印度接壤的邊境地區，亦為中共和印度之間的

緩衝區，由於邊界主權爭議，進而影響中共的軍隊部署問題，也影響兩國之間的

安全問題，中共對西藏地區愈能夠掌握，解放軍部隊在喜馬拉雅山脈一線的戰略

位置優勢就愈多。130而中印邊境問題本就是自 1962 年以來懸而未解之難題，至

2017 年更因錫金邊境地區修路問題，造成兩國邊境部隊對峙情勢。當外部的環境

因素開始對中共主權有所挑戰，甚至會影響中國大陸國內的民情，更甚為其政權

合法性帶來威脅時，131將使中共採取必要動作，堅決展現維護領土主權的企圖，

因而對於新疆與西藏地區的社會掌控問題，使中共需正視「三股勢力」的興起，

此一安全問題除了對國際社會造成恐慌外，更對中國大陸新疆與西藏地區造成安

全挑戰，為西部地區應對重要考驗之一。 

                                                      
2017/12/27) 

129 “Tibet Since the Chinese Invasion,” The Office of Tibet in Washington, D.C. At  

http://tibetoffice.org/tibet-info/invasion-after (Accessed 2017/12/28) 
130 “Tibet Since the Chinese Invasion,” The Office of Tibet in Washington, D.C. At  

http://tibetoffice.org/tibet-info/invasion-after (Accessed 2017/12/28) 
131 you Ji, China's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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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西部戰區戰略企圖 

中共整體軍事任務方向，多取決於政治角度的利益要求，而一個區域的軍事

任務方向，則需從區域地緣戰略角度探究。其中政治角度的利益需求又分為對內

及對外，對內以維持國家社會安全、搶險救災等任務，以維護國家整體持續發

展；對外則是藉由區域常態性的兵力訓練及備戰準備，維護國家主權利益不受侵

犯。中共透過西部戰區劃設，對於境內外欲達到之戰略企圖能否具有提升功效，

以下就幾點做說明。 

一、落實搶險救災職能 

以 2008 年汶川地震與 2017 年發生的阿壩州九寨溝縣地震後，成都軍區與西

部戰區災後處置狀況為比較例子。在汶川地震時的後續救災情形，原應該由成都

軍區為主要救災部隊，但事實上卻是以濟南軍區為主，儘管由前中共國務院總理

溫家寶發布命令，然而軍方卻以各項理由而延遲救災，空降特種部隊也以天候因

素為由，直到災後 40小時才進入災區，132由此可見中共中央對於軍區兵權掌握的

落空。相較之下，阿壩州九寨溝縣地震發生後，因西部戰區司令員統一下令，戰

區對於搶險救災的立即性，馬上凸顯而出，其戰區內陸軍、空軍部隊、四川、甘

肅等省軍區隨即備妥救災準備後出發。133從兩個時間點以及軍區、戰區對於指揮

部隊救災的作為可以看出，中共對於戰區兵權實質指揮層面上，的確較原軍區制

度更為落實，也再次顯示出戰區統合各軍種聯合救災的效能，而不再是單一陸軍

部隊才須擔負救災任務職能。 

                                                      
132 〈花季少年永埋地震廢墟〉，《新紀元週刊》，2008 年，5 月 22 日。參見 

https://www.epochweekly.com/b5/073/4786p.htm（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8 日） 
133 龍紹華、王德思，〈西部戰區迅速組織部隊投入抗震救災〉，《新華網》，2017 年 8 月 9 

日。參見 http://news.xinhuanet.com/2017-08/09/c_1121452502.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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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社會維穩 

除了搶險救災之外，西部戰區也持續與他國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以提升中共

境內對恐怖勢力襲擊的應變能力。例如 2017年中共武警與俄國聯合的反恐訓練，

武警寧夏總隊「沙狐」突擊隊首次參加聯合反恐演訓，透過兩軍實戰對抗，演練

在險峻地形上應對恐怖襲擊的戰法，134透過與周邊鄰國實施軍事交流合作，一方

面可以表達國家在戰略要求的觀點，另一方面又可增強對特定區域作戰的熟練

度，在面對非傳統軍事安全的恐怖勢力威脅時，中共欲以長年與中亞各國聯合軍

演，增強邊境對於三股勢力防範機制，也希冀提高各個武警部隊因應突發事件之

作戰能力。此一戰略企圖主要是由西部戰區轄內之各武警總隊、機動支隊擔負，

這是由於恐怖襲擊多數是針對境內民眾、建築物等目標進行無差別攻擊，而武警

亦為維護社會維穩與應急的力量，因而在此一任務上的效能與責任重於中共解放

軍部隊。在戰區統籌武裝力量下，對於武警部隊的掌握也較原來軍區更為直接，

可由中央軍委授權後直接由戰區聯合指揮。 

三、維護邊界主權 

由成都軍區與蘭州軍區整編後，西部戰區邊境更為綿延，主要任務即為邊界

主權的維護，而其中又以中印邊界衝突的防範更為重要。中印兩國從 1962年大規

模邊界戰爭後至今，並沒有再爆發類似嚴重衝突，一方面是因為彼此雙方的政

治、經濟、軍事都有長足進展，各自擁有彈道導彈、巡航導彈、核武器等，彼此

武裝力量皆不可同日而語，透過軍事力量的執行解決爭端，必然造成區域性兩敗

俱傷。就中印邊界地緣形勢研判，兩國邊界的地形十分不利於中印兩國軍隊機動

作戰，這是由於中共通往邊界的道路主要為河谷或山地，135要在險峻地形上取得

戰力優勢，除了需要大量公路建設來確保道路暢通外，更需要制空權的搭配才可

                                                      
134 張海華，〈中俄「合作－2017」聯合反恐演訓啟動〉，《解放軍報》，2017 年 12 月 3 日，版 

2。 
135 平可夫，〈中國的東西兩線作戰〉，《漢和防務雜誌》，第 12 期，2017 年 12 月，頁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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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作戰優勢，因而兩國在空軍戰力及導彈的發展上，必然有一番角逐的空間。

於此同時，西部戰區為提升對恐怖勢力的因應能力，持續與其他國家舉行聯合軍

事演習，以 2016 年由上合組織成員國共同舉行的「和平使命-2016」軍演為例，

演練地形以山地背景下，分別為戰略協調、備戰、執行戰爭行動等三階段，136強

調陸軍部隊藉由裝甲突擊車搭配火炮，已具備快速打擊與機動能力，在面對險峻

地形時得以即時備戰的狀態。此外，在兵力投送能力上，西部戰區空軍也加強資

訊人員對情報掌握之能力技術，輔助其解放軍空軍運-20 運輸機的作戰效能，透

過實戰演練過程提高空軍遠航穩定力，以「全域到達、全程使用」為貫穿戰爭行

動的目標，137顯見西部戰區除了陸軍具有針對鄰近區域作戰情況中，快速機動保

全戰略目的能力外，在離領土較遠之戰略目標，則可透過空軍技術支援，拉近戰

場與指揮中樞的時空距離，再輔以精準的打擊能力，達到維護遠距離戰略利益企

圖。 

四、一帶一路戰略安全 

中共西部與多個國家相鄰，由於多樣的政治、經濟更甚軍事交流，都可能影

響國與國之間情勢。而提及衝突與安全問題維護，西部戰區即為中共在面對中亞

各國間之前的第一道防禦線，中亞地區不穩定的變因，也可能造成中共推展「陸

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困難，影響其向歐洲西進發展。其中陸上絲綢之路主要運

輸工具—中歐鐵路建設，共分為三條路線運送，行經境外國家達 26個，其中最遠

距離至西班牙馬德里，一趟運送過程需消耗一定程度的資源與安全協助，138在

                                                      
136 李志新，〈「和平使命－2016」聯合軍演演練了什麼〉，《中國青年報》，2016 年 10 月 1 

日，版 3。 
137 李建文，〈「鯤鵬」換羽正高飛〉，《解放軍報》，2017 年 10 月 27 日，版 7。 
138 共經過蒙古國、俄羅斯、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白俄羅斯、波蘭、德國、荷蘭、比利 

時、法國、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土耳其、喬治亞、亞 

美尼亞、亞塞拜然、伊朗、土庫曼、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哈薩克等 26 國領土。亦可見〈中 

歐班列建設發展規劃（2016—202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16 年 10 月 8 日。參見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hwb/201610/P020161017547345656182.pdf（瀏覽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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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更首發由浙江經英吉利海峽隧道，最終抵達英國倫敦的航班，139經過

境外國達到 27個，因此針對中歐鐵路各重要都市、節點、集散中心須有應急的安

全部署，畢竟主要鐵路載運的貨物不是由中國大陸出口的，就是中共所需的資

源，尤其需要中共維護安全的武力支援。此外，中印不穩定的關係，也會影響中

共推展從廣州開始經南海再到印度洋通往歐洲「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政策，海

上絲綢之路必經許多國家的港口，尤其是在巴基斯坦瓜達爾港，更是中共位處印

度洋海上航路之重要樞紐。如若透過中巴經濟走廊連接中共新疆與瓜達爾港，及

可減少石油及其他資源在海上長途輸送的時間，並且縮減中共從亞洲海上航行至

歐洲的距離，140因此中共為了中巴經濟走廊與瓜達爾港的經貿活動順利推行，必

然會採取適當防護措施，例如透過政治上政策協議、外交談判抑或是最後軍事武

力訴諸等，目的即是確保有效推展中共從亞洲走向歐洲的戰略發展策略。 

再者，除了原蘭州軍區與成都軍區的基本戰略企圖外，西部戰區的戰略考量

必須更全面性地考量，從由外向內的防禦作戰，至由內向外的攻防兼備之意圖分

開。為了因應中共發展世界大國角色以及對外發展的企圖，在「一帶一路」戰略

利益維護下，經中亞地區朝歐洲發展的目標思維，西部戰區勢必增強軍事統籌的

能力以應對複雜地緣之西部地區，進而維繫其「一帶一路」戰略推廣。 

 

 

 

                                                      
年 1 月 29 日） 

139 〈義烏開往倫敦中歐班列首發〉，《人民日報》，2017 年 1 月 1 日，版 3。 
140 Andrew Stevens, “Pakistan lands $46 billion investment from China,” CNN, April 20, 2015. At  

http://money.cnn.com/2015/04/20/news/economy/pakistan-china-aid-infrastucture/ (Accessed  

201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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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西部戰區戰略作為 

一、軍事外交 

習近平在 2014 年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上提到，提倡關於共同、綜

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說法，141顯見習近平在中共整體戰略作為中，將其擴

張國力的戰略轉化為另一種軟實力的說法。亞洲是由有多個大小國家組成，在政

治、經貿、軍事實力也不盡相同，對於安全及利益的訴求勢必也不同，然而，因

為互相接壤的地緣關聯性，亞洲各國在面對多樣且複雜的安全問題時，是無法以

自掃門前雪的心態置身事外，因為現今安全問題已非單純的傳統軍事安全問題，

更多的是包括無分國界的恐怖主義、民族矛盾、跨國犯罪等，在多重問題重疊

下，習近平希望藉由中共興起的大國角色，推動一個可協助亞洲各國解決問題之

不結盟的聯盟，而中共也企圖成為其政策與組織主導之核心。 

從 2017 年在中共國務院 1 月 11 日發表的《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

書中得知，習近平延續 2014年所倡導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外，

再次強調地區安全架構的重要，由於亞洲地區擁有多個不同國家主導的合作機

制，例如東盟主導的安全合作機制、中共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亞洲相互協作與

信任措施會議等，雖然宗旨皆為推動亞太安全，然而合作平台眾多也使意見難以

統一。142中共將自身面對的安全挑戰，也視為亞洲區域各國會遇到的問題，以促

進多邊軍事合作策略，在此架構之下，戰區在備戰時除了本身的武裝力量發展，

                                                      
141 〈習近平：積極樹立亞洲安全觀 共創安全合作新局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14 

年 5 月 21 日。參見 

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hdqzz_681964/yzxhhy_683118/zyjh_683128/t115807 

0.shtml（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 
142 〈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2017 年 1 月 11 日。參見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17-01/11/content_5158864.htm（瀏覽日期：  

2017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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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須包含對外的交流任務，以表現中共領導人提出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

續的安全觀。 

2016 年 12 月西部戰區司令員趙宗岐率戰區代表團出訪三個國家，分別為巴

基斯坦、印度、緬甸。在與巴基斯坦交流事項中，主要為西部戰區與巴基斯坦軍

隊在邊境管控、反恐作為上之意見交流；143與印度方面則是針對促進邊境和平議

題等問題進行討論；144出訪緬甸亦是針對邊境問題進行討論，以確保兩國邊境地

區安全穩定。145以往中共出訪的代表團中，很少是以司令員為首率團出訪，西部

戰區司令員趙宗岐率團出訪是劃設五大戰區後，第一位率團出訪的司令員，而非

陪同出團的隨行人員，更是 2011 年以來第三次由司令員率團出訪（參見表 3-

3）。趙宗岐首次以戰區司令員身分帶團出訪其他國家，在中共歷史上是破先例

的事件，可以看出習近平在對外關係上的獨特手段，也可以看出戰區司令員的突

出性，從軍區到戰區改變除了數量變化外，更需注意的是戰區的質變，對於外在

的戰略企圖須加以綜合方式以達到保障。一方面，趙宗岐本身除了長期在西南部

邊境服役，參加過中越邊境戰爭，也擔任過西藏軍區山地旅的首任旅長，146對於

邊境兵力部署與衝突具有豐富經歷，再者，他也曾至中國駐坦尚尼亞大使館擔任

武官，147具有一定程度外交能力，從區域性角度觀察，可適時與鄰國實施外事交

流，對於和緩中國大陸西部地區衝突有其功用性；從國家角度觀察，得以加深國

                                                      
143 〈西部戰區代表團訪問巴基斯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 年 12 月 7 日。參見 

http://www.mod.gov.cn/big5/diplomacy/2016-12/07/content_4765846.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 
144 〈西部戰區代表團訪問印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 年 12 月 10 日。參見 

http://www.mod.gov.cn/big5/diplomacy/2016-12/10/content_4766236.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 
145 〈西部戰區代表團訪問緬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6 年 12 月 14 日。參見 

http://www.mod.gov.cn/diplomacy/2016-12/14/content_4766682.htm（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5 

日） 
146 仲華，〈「50 後」坐鎮七大軍區〉，《人民日報》，2014 年 5 月 16 日，版 10。 
147 嶽懷讓、鐘煜豪，〈原濟南軍區司令員趙宗岐上將任西部戰區司令員〉，《澎湃新聞》，2016 

年 2 月 1 日。參見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7761（瀏覽日期：2017 年 1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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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之間的軍事交流，對整個邊境地帶安全製造更多協議的機會，因而外交作為

不失為西部戰區戰略執行作為之一。 

表 3-3：中共 2011年-2017年戰區（軍區）司令員率團出訪紀錄表 

出訪時間 率團人員(出訪地點) 主要隨行人員 

2011年 9月 8日 濟南軍區司令員范長龍

出訪美國 

海軍北海艦隊副司令員

杜希平、濟南軍區空軍

副司令員吳輝建、某集

團軍軍長馬宜明 

2013年 11月 18日 北京軍區司令員張仕波

出訪美國 

─── 

2016年 12月 5日 西部戰區司令員趙宗岐

出訪巴基斯坦、印度、

緬甸 

─── 

※───為查無相關隨行人員資訊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二、軍事衝突準備 

克勞塞維茲曾說：「戰爭是政治的延伸。」相較於外交手段，「戰區」一詞

顧名思義是為了作戰而劃設之區域，回歸原點仍舊需以軍事作為達到戰略目的，

以塑造對於某區域的掌握。國家可以百年無戰事，卻不可一日無戰備，因此西部

戰區除針對管轄區域內陸、空等軍兵種的指揮管制效能外，仍需結合區域安全局

勢、地理形勢等多方要素進行妥善備戰，以利戰時前線與後方支援部署。148當然

                                                      
148 魯傳剛，《戰區戰略探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2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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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透過解放軍各軍種的聯合作戰外，更需統籌直屬中央軍委的武警部隊，透過

在戰區內執行常態性巡防任務，適時應對突發狀況，達到區域性安全的維穩效

能。此外，有鑑於西部戰區應對之安全問題，已非完全屬於傳統軍事安全威脅，

更需要具備因地制宜的戰略作為因應之道，149例如中共在應付三股勢力威脅時，

其長期奉行的積極防禦軍事戰略就明顯不適用，因其戰略核心概念主要是在防禦

中求勝之攻擊概念，然三股勢力的不可捉摸性，將隨機的企圖結合毫無章法的襲

擊手段，使得中共多數地區武裝部隊防不勝防，進而造成嚴重安全危害。 

隨著中共近年持續大規模軍事演習，相較於歷代前中共領導人的思維，可以

看出習近平跳脫過往戰略框架侷限之思維，但又礙於美國、俄羅斯大國的介入因

素，使中共在亞太地區事務上仍有所束縛，不論是在面對中亞地區各國之安全問

題交流上，像是不得不考慮美國從阿富汗戰爭至今，仍有軍隊駐紮在阿富汗境內

之情形；抑或是面對與印度的邊界問題時，印度藉由向俄羅斯購買先進裝備下，

具備足夠軍事力量作為依傍，得以與中共相抗衡之能力等等。150因而在與印度的

爭端關係中，中共不到退無可退之情勢下，必然不會輕易動用軍事力量應對中印

衝突問題，而在印度軍力成長的同時，中共也針對解放軍進行持續性改革與演

習，藉由統合各軍兵種對於裝備、作戰環境的契合度，以隨時完善西部戰區備戰

條件。 

從上所述可以得知，儘管大多中亞地區與中共都是處於友好的關係，外國勢

力的介入仍會影響中共對外的戰略規劃，舉「中巴經濟走廊」為例，中巴經濟走

廊的建設構想是中共為了連接瓜達爾港欲拓展的陸地路線，可是以美國為首等國

家，主要從地緣政治或地緣戰略競爭思維來探究，鮮少從地緣經濟合作觀點看

待，151對於中巴經濟走廊建設必然會持保留態度，儘管在未來中巴經濟走廊建設

                                                      
149 魯傳剛，《戰區戰略探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3 年 11 月），頁 2。 
150 平可夫，〈中國的東西兩線作戰〉，《漢和防務雜誌》，第 12 期，2017 年 12 月，頁 32-39。 
151 劉宗義，〈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進展與挑戰〉，《國際問題研究》，第 3 期，2016 年 6 月， 

頁 12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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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仍須防範國際恐怖勢力，因而更需藉助西部戰區軍事武力的維繫，以強化

中共順利向西拓展經貿交流之戰略利益。 

此外，除了預想的利益維護外，領土主權更是中共當局堅持的重中之重。中

共領導人習近平在 2017年十九大時曾提及：「堅定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中共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來發展自己，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任何人不

要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152」可以看出中共堅持和平底線即為不損

害國家權益，當碰觸到國家權益損害時，和平自主政策即不受用。在中共發表

《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表

示，印度不斷在中印邊界錫金段部分修築大量基礎建設，甚至修建軍事碉堡，已

對中共領土造成安全危害，153使得中印關係產生衝突點，以 2017 年在中印邊界

「洞朗事件」為例，印度軍方以中共影響到不丹領土範圍為由，越過中印邊境

線，企圖影響中共在西藏洞朗地區修建道路，進而導致兩國在邊境爆發緊張局

勢，154但實際上洞朗地區依照 1890 年的《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內容，西藏地區

與印屬錫金的邊界已作出劃分，並不存在邊界爭議的空間。155然而，從 1962年兩

國邊界衝突至今，軍事對峙事件並未完全消彌，在中印兩方皆以維護領土主權情

況下，甚至派出軍隊至邊境進行對峙，雖未爆發激烈武力衝突，但這是在中印雙

方仍採取較為理性溝通情況下，難保未來的軍事對峙不會升級為軍事對抗。藉由

此一局勢研判，從中共在洞朗事件發生期間，持續增兵西藏與加強實兵演練事

                                                      
152 〈習近平：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7 

年 11 月 8 日。參見 http://dangjian.people.com.cn/BIG5/n1/2017/1108/c414210-29635042.html 

（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31 日） 
153 〈《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檔發佈〉，《央 

視網》，2017 年 8 月 2 日。參見 

http://tv.cctv.com/2017/08/02/VIDEVCPRkqqY6pw3oJDHX8rg170802.s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1 月 31 日） 
154 Steven Lee Myers et al., “How India and China Have Come to the Brink Over a Remote Mountain  

Pas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 2017.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7/07/26/world/asia/dolam-plateau- 

china-india-bhutan.html (Accessed 2018/1/31) 
155 葉海林，〈洞朗地區對峙事件的前因後果〉，《時事報告》，第 9 期，2017 年 9 月，頁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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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顯見中共對於邊界爭端上，並未放棄以軍事手段解決邊界衝突之企圖，在為

了維護國家權益角度之下，持續性的軍事準備即是因應作戰需求而生，更為鞏固

利益不受損的鬥爭準備。  

肆、小結 

五大戰區的成立，破除以往大軍區體制下以陸軍部隊為主的概念，轉而強調

各軍兵種間之協調關係，得以在應對突發事件或作戰任務時，減少下達指揮命令

與統合作戰之傳遞階層，由戰區司令員統一指揮，提高對任務應急的效率，蘭州

與成都軍區劃設為西部戰區亦如是。從蘭州、成都軍區整編而來之西部戰區，綜

合原蘭州軍區面對中亞各國、三股勢力、印度所屬喀什米爾地區的邊界安全問

題；成都軍區則擔負對於中印邊界東段麥克馬洪線、中段中國大陸、印度以及不

丹三國邊界問題。因合併劃設戰區表面增加西部戰區擔負的任務量，實際上也對

其邊界衝突的解決上，有更為強化且充足的兵力應對。首先，透過軍區指揮權整

合使戰區力量擴大化。新疆與西藏原就有各自有專責區域之邊防與高原的作戰部

隊，在劃設戰區兵力統合下，使得備戰兵力隨時得以調動支援，提高險峻邊防的

作戰力量。其次，集團軍整編強化整體作戰能力。透過整合部隊的作戰後勤支

援，裁撤師、團級別，強化旅、營的指揮協調層級，整編為合成式單位的作戰演

練，以因應更多元的作戰型態，使得基層單位增強獨立作戰效能。最後藉由聯合

空軍部隊作戰輔助減縮戰場時空。由於戰區聯合作戰指揮能力，強化原來蘭州與

成都軍區在地面部隊作戰時，難以協調之空軍武裝力量，在結合空軍武裝力量

下，必然使得解放軍地面部隊在邊界地區作戰的效率更為提高。例如透過空軍航

空師的伊爾-76、運-20 等作戰機種兵力搭載，除得以有效即時應對因複雜地形的

高原作戰，縮短陸軍作戰人員機動時間，能即刻投射必要部隊進入戰場外，對於

戰時的後勤補給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能力。此外，在空軍適當火力支援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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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軍對於邊境地區制空權之掌握可大幅度提升，藉此解放軍陸軍部隊得以獲得即

時之戰場掩護與預警資訊。 

然而，劃設西部戰區對於作戰效能上的確有所提升，但是對於積習已久之安

全問題因應上仍屬有限。第一，在與中亞各國接壤情勢下，長久以來關於三股勢

力恐怖襲擊等安全責任，同時由西部戰區轄內武警部隊擔負，在面對此一累積已

久之難題，西部戰區在兵力應對狀況上，仍有所窒礙難行之處，從近年來中共大

小襲擊事件數量，以及傷亡統計上即可得知，恐怖襲擊行動難以掌握其動機、時

間、人數、地點等，儘管為了提升應急命令效率，長年與中亞各國進行聯合軍事

演練，但對於遏止恐怖襲擊事件效果仍有限。第二，邊境問題在中共建政以來從

未消彌，其中屬與印度邊界問題最為嚴重，中共與印度都屬亞太地區大國，兩國

皆在經貿與軍事部分有長足發展，因此對於自身主權及領土的堅決程度均不下於

對方，從 2017年中印邊界「洞朗事件」就可以略知一二。 

綜合論之，中共雖屬世界大國位階，但在面對邊境國家與中亞問題時，仍需

顧及亞太區域之平衡，使得西部戰區在面對過去、現在抑或是未來區域安全的問

題時，軍事力量的對抗將不再是中共的唯一手段，取而代之的是政治與外交方面

的協商，透過兩手策略來達成戰略考量之落實，而為戰而劃設之戰區制度將是中

共最後一道維護安全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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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部戰區軍力與戰略考量分析 

中共五大戰區的劃設考量皆有其作戰方向及目標，西部戰區整合蘭州軍區與

成都軍區所轄面積，成為中共現今五大戰區中領土面積最大的，且涵蓋中國大陸

西北、西南的領土範圍。主要的戰略方向以中亞及印度為主，其中主要應對問題

屬邊境衝突為首要，而防範境內、外三股勢力對領土安全影響次之，進而維護習

近平在 2013年提出之「一帶一路」戰略利益安全，此外，在特殊的地緣位置因素

中，中共為了避免外國勢力介入中亞事務，中共劃設西部戰區亦須對中亞各國防

務視為戰略任務之項目。中共將七大軍區重新劃分，必然有其戰略目標，強調以

個別單一戰區統合轄區內各軍兵種力量，以有效應處對外執行作戰相關任務時的

問題。本節主要以西部戰區劃設後解放軍陸軍、空軍、武警部隊力量分析，延伸

探究中共對於邊境問題、三股勢力影響以及推動「一帶一路」利益維護效能影

響。 

藉由第三章節關於解放軍陸軍、空軍以及武警部隊在西部戰區的兵力編成分

析，顯見中共在劃設共軍戰區戰略時，對於軍區與戰區的成立企圖上市有所不同

的，而這也是在探究西部戰區劃設的戰略考量上需思索的，將蘭州軍區與成都軍

區合併，是否有更為明確的戰略思維，抑或是合併劃設戰區才可達到之目的。其

中，本文透過分析瞭解後得知，軍區與戰區最明顯的差別在於，軍區沒有獨立指

揮的聯合作戰機制，在應對戰爭任務時，並無法直接由某級別軍事指揮官下令作

戰任務執行，而相對於軍區制度，戰區則建構出整體的聯合作戰指揮體系，重點

置於各軍兵種聯合作戰的概念作為，藉由成立西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由戰

區司令員為戰區最高指揮官，擁有對戰區轄內所有軍兵種指揮調動的權限，應對

戰時兵力調節的領導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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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言，兩大軍區整編為戰區必有除了作戰指揮效能外之思維，透過對於

蘭州軍區與成都軍區兵力、威脅等綜合因素考量，簡略統整出以下幾點，可視為

兩大軍區整編劃設為戰區之可能因素： 

壹、安全威脅相同 

蘭州軍區與成都軍區因其地緣局勢與複雜民族性問題，皆需針對民族分裂主

義、恐怖襲擊以及極端主義的威脅採取防範作為。蘭州軍區以新疆地區遭致之三

股勢力威脅最為嚴重，且為中共領土接壤西部邊境外國之區域，造成局勢混亂之

中亞地區所流竄的三股勢力，容易藉由接壤的邊界滲透中共西部領土；而成都軍

區則是以西藏地區藏獨問題為民族主義安全威脅，因其複雜領土歷史劃分問題，

使得在該區域內的民族主權意識不同於中共統治的思維，使得中共在西藏地區的

政權合法性屢受威脅，另因西藏西部邊境亦與中亞、印度接壤，面臨三股勢力滲

透與威脅不亞於新疆地區，且因其民族獨立意識問題，與三股勢力企圖亦有合作

之可能契機，為此成都軍區也須擔負對三股勢力威脅之防範。 

除此之外，雖然中共領土西北部與俄羅斯、中亞各國邊境界線已大致劃分完

成，但是蘭州軍區所下轄新疆軍區有管轄到西藏阿里地區，其邊界與中印兩國邊

境衝突地區克什米爾地區接壤，仍有著部分爭議的邊界問題；成都軍區則是直接

面對中印邊界各衝突熱點，例如中共稱之為藏南地區，而印度則稱為阿魯納恰爾

邦的區域，以及 2017 年因修路問題發生兩國對峙的錫金段邊境地區等。雖然從

1962 年後兩國沒有再發生大規模邊界領土戰爭，但兩國在邊界主權問題仍舊處於

競爭關係，因此蘭州軍區與成都軍區在邊境安全防範上，有著共同的戰略目的及

防範所需，亦為兩大軍區合而為一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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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近之作戰型態 

蘭州軍區所屬地理環境為中國大陸第二階梯地形，以高原、盆地地形為主，

成都軍區則大多為第三階梯，以山地與高原為主要地理環境。其各自所屬武裝部

隊以摩托化步兵、機械化部隊為主，強調透過裝備配合，降低步兵對於公路或鐵

路的機動依賴性，以克服因地形影響作戰環境的因素。此外，新疆軍區與西藏軍

區除編設摩托化步兵、機械化步兵外，另針對邊防重點區域增設數個邊防團擔負

邊防任務，其中大多駐紮點皆為險峻地形，而作戰環境皆為高原氣候，更甚還有

擔負中印邊界衝突第一線的山地步兵旅，主要即負責在山地作戰環境下，第一線

面對印軍之作戰任務。其他機械化、裝甲部隊在適應高原、山地作戰條件後，均

可作為支援邊界衝突之應戰力量。由於訓練模式與環境相同才可達到針對特殊環

境下互相支援作戰的效果，持此觀點，蘭州軍區與成都軍區合併，除了減少軍區

平行指揮層級外，更強化在類似作戰環境下應對西部邊界作戰力量的支援。 

參、戰略方向整合 

中共西部地區在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後，對於西進的路途安全必將

更為重視，其中蘭州軍區所轄的區域，是中共向歐洲發展經貿策略中，陸上絲綢

之路必經之路。而成都軍區雖未在一帶一路發展沿線上，但其地理位置居於「上

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經濟帶」中間位置，對於陸上絲綢之路經濟

帶、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均具備可支援與防護的有效距離。然而，相對於陸上絲

綢之路的距離，海上絲綢之路的維護距離以南部戰區的雲南省更為相近，成都軍

區則較近於陸上絲綢之路沿途的新疆地區，對於在應對及時安全威脅時，考慮到

時空環境限制上，必然以新疆地區為主要支援之目標。再者，蘭州與成都軍區的

作戰模式相近，在應對相關作戰任務時更易於互相瞭解，達到短時間培養作戰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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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提高執行任務的完成度，因而透過兩大軍區合併後，對於陸上絲綢之路的安

全維護，是具有增加效率的可能。 

綜上所述，藉由從軍事力量性質、兵力分佈位置可以得知，原來兩個軍區所

負責的戰略方向與企圖有所重複，因而在平時備戰，提高相似戰力、資源需求的

機率，導致在面對相似的戰略威脅下，卻可能瓜分同性質的資源與兵力部署。除

此之外，在戰時作戰指揮問題易有爭議，作戰即需要作戰指揮官的統領，然而在

兩大軍區皆為同級別的情況下，在軍區部隊協調上就多了指揮層級的不便，更別

說對於陸軍部隊以外的軍種協調，更增加與軍種領導機構協調困難。過多相同級

別的指揮層級，以及多層次的指揮鏈因素衝突下，使得中共推動對內或向外的戰

略作為上，可能造成將其兵力分散、資源無法集中之情況，更甚至無法針對特定

地區進行戰略作為推展。 

第一節 應對邊界主權衝突 

中華人民共和國西部邊界線綿延，並與中亞、南亞多國接壤，雖然中共與大

部分中亞國家之間的領土界線已明確劃清，然而與印度領土部分地區仍存在爭

議，西部戰區劃設後，在融合兩大軍區兵力下，對邊境衝突事件處理，掌握了更

強大的兵力依託。在集中多方專業軍兵種能力下，中共可採取更為適當之武力手

段，以堅持其對外的領土主權，維護對外邊界之戰略利益。然而，因其邊境線距

離較長且主要中印邊界衝突的地勢皆為高海拔地形，使得中共在可能作戰情勢

下，難以單獨仰賴陸軍部隊完成作戰準備。在此情形之下，解放軍空軍的空域協

助作戰，為共軍在應對邊境衝突時更增添備戰支援，因而西部戰區劃設下，作戰

指揮的統合效能，對於共軍在執行任務是有精進效果的。 

 

 



第四章 西部戰區軍力與戰略考量分析 

125 
 

壹、增強西部戰區陸軍部隊應對邊界衝突作為 

西部戰區對外需面臨中亞及對印度的邊界安全衝突，其中中共與中亞各國間

邊界界線大致已明確劃分，因此在面對中亞地區各國時，因邊界問題產生之衝突

機率較低。而在談及中共西部邊界衝突，不可不考量中印兩國的地緣關係，雖然

經過半個多世紀，兩國邊界問題仍存在。中共與印度互為亞太兩個大國，但兩國

間依舊存在數千公里的邊界爭議，儘管中共從中印邊界戰爭取得勝利，但也造成

兩國在邊界問題上互相不信任的局勢，持續在邊界領土主權問題上有所衝突。至

2017 年更因中共在中印邊界錫金段修築公路，衍生出中印兩國的對峙情事，雖未

演變成軍事衝突，但是從兩國間談判與持續在邊境地帶增兵作為看來，可看出雙

方皆未放棄企圖以武力對抗作為解決邊界衝突的手段。然而，在中印邊界上有著

喜馬拉雅山脈的區隔，兩國交界處又多屬於險峻的地形，單以地面作戰部隊部署

是難以達到維護邊界衝突之目標，使得兩國雖存在著低互信猜忌情況下，卻也難

以再次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避免因為地形要素造成自身不必要的損失，大多以

設置多個邊防哨所，來執行邊界安全管制措施。 

上述提及中印兩國因險峻地形而無法有效開展戰力，對於中共來說也是一道

難題，因此中共在重新整編陸軍第 76 集團軍、第 77 集團軍、新疆軍區與西藏軍

區後，除持續提升解放軍邊防部隊在山地、高原等地作戰能力之實戰演練外，也

開始強調集團軍部隊在這些地形上的實戰經驗，藉由戰區有效統籌各軍種作戰權

限上，增加西部戰區陸軍多兵種支援合作經驗。像是中共中央電視台報導指出，

2017 年 8 月份西部戰區針對所屬陸軍部隊之陸航、裝甲、特戰等多兵種在西部高

原進行綜合實兵演練，強調多兵種在戰場配合能力，並藉由演練蒐集陸軍部隊聯

合操演的演練數據。1在透過原兩大軍區所屬的機動打擊部隊及裝甲旅作戰能力，

                                                      
1 〈《軍事報導》 20170817〉，《央視網》，2017 年 8 月 17 日。參見 

http://tv.cctv.com/2017/08/17/VIDEQ38LxppzhQVKeSm8fVyM170817.s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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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在針對邊界險峻地形衝突時，在執行南北互相作戰支援時，得以更快進入備

戰狀態。而藉由廣大西部戰區對於多軍兵種的作戰指揮權限，更對中共大西部地

區在維護邊境主權戰略作為上，增強南北兵力互調、互補的可能性、立即性，有

效使陸軍與空軍部隊在面對印度或中亞各國邊境衝突的問題時，能順利遂行聯合

作戰的準備。其中，在兵力可互相支援情形下，可藉由新疆、西藏邊防部隊與山

地合成旅的高原作戰能力，展現不同於單一兵種之戰術推展，透過戰區聯戰指揮

中心指揮部隊，大幅減少協調的時間與過程，使必要武裝力量可立即投入作戰，

整個西部戰區所下轄兵力，皆為整個西部邊界戰略方向的預備隊，在特定方向有

所應戰需求時，均可立即提供適當兵力協助。 

貳、西部戰區空軍與邊界衝突處置 

西部戰區空軍作戰指揮由戰區統籌，對於應對邊界衝突作戰，具有縮短時空

及長途運輸的功用，將空軍具備的能力結合解放軍地面部隊戰力，更能展現戰區

內軍種聯合作戰時執行任務之效能。西部戰區空軍下轄烏魯木齊、蘭州、拉薩三

個主要的空軍基地，配屬殲擊師、運輸師、雷達旅、地空導彈旅等，展現出西部

戰區空軍武裝力量在配置殲擊機、殲轟機、運輸機等多樣機種下，具有制空打

擊、空中運輸之能力。像是在 2017 年中共與巴基斯坦「雄鷹–Ⅵ」空軍聯合訓練

中，結合地面部隊的方向引導，使戰機準確摧毀特定目標，這樣的陸軍、空軍部

隊戰術配合是中共陸空聯合作戰中，首次近距離支援作戰成功的例子，2可看出中

共將劃設戰區政策中，透過強化軍種間經驗配合，在面對西部境內與向外延伸的

戰略方向，更進一步提升空地一體的作戰能力。此外，指揮體制下的轉變也是空

軍戰力展現重要原因之一。在此次軍改前，解放軍空軍作戰指揮與軍種建設的領

導機制，是由空軍領導機關所下轄軍區空軍與各指揮所共同領導，雖然在重要戰

略區域皆有設置空軍指揮所，然而卻因不同基地所駐防之機種不盡相同，使得在

                                                      
2 李開強、徐琳，〈中巴空軍聯訓實現六大突破〉，《解放軍報》，2017 年 9 月 25 日，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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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作戰演練時，各演訓單位除了對不同機種間戰術、戰法需要磨合外，另外在

各機種的油料、修護等資源也需從專屬的基地或機場運輸而來，大幅度降低即刻

備戰的效率。但是在戰區成立後，解放軍空軍簡化原本師、團級的指揮層級，朝

向以空軍基地作為空軍作戰指揮基礎單位，強化各兵種針對空中作戰與防空訓

練，使空軍基地與各航空兵種間的聯合演練過程更為順遂，3再藉由各基地後勤保

障能力融合，使各空軍機場對各機種的後勤補給能力提升，可縮減機場後勤人員

移防的時間，更可增加空軍各機種長途作戰的可能性。 

再者，透過運輸機也增強空中支援後勤補保能量，提升遠距離投送兵力效

能，像是運-20運輸機與共軍現役的伊爾-76運輸機在性能比較下，運-20在負重、

航速上均相對提高，對於戰區陸軍在作戰支援上的能力有所增強。此外，運-20

在搭載兵力數量上，亦超過伊爾-76 型運輸機人員搭載數量，更加提升中共遠距

離兵力投送能力。運-20 最大載重時，航程可達約 4500 公里，實際超過新疆烏魯

木齊至印度新德里約 2000公里之距離並涵蓋中國大陸西部邊境範圍。解放軍空軍

立基於實戰飛航訓練，藉由長途飛行、高海拔航道飛行等項目，使其航空兵飛行

員熟悉各種地形與環境下的空對地作戰，凸顯空軍作戰能力需與地面部隊配合。

此外，解放軍某運輸航空師在演練時，更納入遭受電磁干擾時的訓練，強化空軍

部隊對於多變的戰場情勢，應有不同於以往的作戰思維，使官兵瞭解運輸航空兵

並非單純的運輸部隊，更是可以輔助陸軍部隊執行作戰任務的單位。4轉變「能

飛」至「能戰」的作戰思維，可以看見解放軍空軍的訓練思維，隨著戰區體制聯

合作戰要求下，也逐步在訓練上有所轉變，除了原空軍兵種對於各項複雜環境的

克服力訓練外，更強調貼近於實際面臨戰場執行任務的觀念，強化單一兵種作戰

認知，藉由思維改變作為精進作戰能力前提，先增強單一兵種作戰效能，再增強

                                                      
3 李建文，〈南部戰區空軍某基地充分發揮新體制練兵備戰聚合效應「空中編組」融鑄聯合作戰 

鐵拳〉，《解放軍報》，2017 年 11 月 26 日，版 2。 
4 張海晶、李君，〈大國之翼，如何「動於九天之上」—西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師加快推進轉型 

錘煉戰略投送能力新聞調查〉，《解放軍報》，2018 年 1 月 15 日，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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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作戰訓練，以達到西部戰區精兵實戰的效果，也間接對中共西部邊境的戰略

作為上，更添得以輔助實戰的軍種。 

第二節 提升境內維穩效能 

西部戰區內新疆、西藏地區因其民族與漢族關係惡化，加上西部邊境與中亞

多國接壤，使得境外三股勢力更為容易與境內民族主義、分裂主義份子接觸，使

得境內受到恐怖襲擊的威脅機率相對提升。而中共對境內的控制是維護其政權重

要任務之一，必須採取相關措施處置反抗者，以避免 1940年時英國與西藏政府建

立直接關係，取消中共對西藏地區政治與軍事權力統治的情形再次發生，5以及

「三股勢力」份子聯合襲擊中共境內區域情事。西部戰區下轄之武裝部隊透過有

效反恐作為應處相關恐怖襲擊，以維護中共對於中國大陸之領導地位穩定性。 

參、 戰區劃設提升指揮作戰效能 

透過此次戰區改革，共軍實際改變即是多層次的指揮層級，尤其在針對動機

不定、人員數量不明之恐怖襲擊，在時空環境無法有效掌握情形下，第一時間的

應急處置更顯得重要。原先解放軍部隊是由各軍區與軍種領導機構一同管理行

政、訓練以及作戰相關事宜，使得在面對突發任務時，陸軍部隊如需要其他軍兵

種支援，需藉由軍區與其他軍種司令部協調同意，才得以獲得其他軍兵種支援。

而針對處理社會安全問題、維護穩定任務的武警部隊在任務執行上亦如是，但在

相關任務執行時，如果需要解放軍部隊支援，勢必需要透過總隊與軍區所屬軍種

司令部協調以達成任務。武警部隊在 2018年 1月 1日前，是由國務院與武警總隊

雙重管理，在部隊指揮權上需經過多方層級同意，始可進行相關任務的執行。而

中共在此次軍改後，儘管武警部隊的作戰指揮權限不像解放軍作戰指揮權，全部

                                                      
5 Andrew J.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97-199. 



第四章 西部戰區軍力與戰略考量分析 

129 
 

都由軍委全盤統籌再授權給戰區領導，然而武警在依法擔負著中共賦予安全保衛

任務、防衛作戰任務要求下，當其下轄之內衛武警部隊在針對西部領土範圍遭受

突發恐怖襲擊時，透過本身對於突發事件應對處置，如若需要軍隊支援即可透過

中央軍委授權戰區指揮轄內軍種領導權，增添西部戰區對內之維護穩定之武裝力

量。 

此外，雖然大部分境內反恐維穩任務屬武警總隊負責，但駐紮於邊界附近之

陸軍邊防部隊亦為防範「三股勢力」入侵中國大陸領土的第一線，透過邊防第一

線防務作為，得以使武警部隊有更多預警及反應時間，在面對恐怖襲擊此一非傳

統安全威脅時，強調的就是即時處置的效率，透過西部戰區劃設減少指揮層級制

度後，使西部戰區朝向更完善作戰體制發展，藉由戰區指揮縮減兵力支援作戰之

時效性，使在戰區常備作戰力量在面對局部戰爭時，能採取迅速應對之戰鬥手

段，有效反擊突如其來的安全威脅，以達到解決中國大陸境內造成安全利益威脅

因素之戰略作為。 

由此可知，西部戰區劃設後透過各軍種在指揮層精簡化，強化戰區聯合作戰

效能，直接影響西部戰區解放軍與武警部隊在合作面對「三股勢力」所帶來之威

脅時，原本主要以武警部隊為首的任務，對抗的力量仍較屬於單一兵種應對方

式，但在兩大軍區整編為西部戰區後，不再像原大軍區體制下軍區、軍兵種間可

能存在指揮關係間的藩籬，使得在需要支援時難以指揮協調，現在由戰區司令員

統一調動戰區內各軍兵種執行任務，凸顯統一軍兵種指揮機構權限上，對於恐怖

襲擊行動的準備與應對上提升不少力度。 

肆、 戰區劃設增強實兵演練融合默契 

中共除了日益劇增的對外防務需求外，亦需針對其境內社會安全狀況掌握，

以避免政權唯一性受到不穩定之威脅。其中，近年興起之民族主義、分裂主義等



共軍劃設西部戰區之戰略考量與任務研究 

130 

三股勢力影響，造成中共境內部分地區的恐怖襲擊事件頻傳，尤其是中國大陸西

部新疆地區，以恐怖襲擊為訴求的手段更是成為中共社會的安全威脅來源。尤其

西部戰區為中共五大戰區中範圍最廣、人口密度相對較低，由於此地區的維吾爾

民族主義較為盛行，且與中亞區域距離相近之情形下，使得三股勢力有更多機會

接觸並支持中共境內極端份子，使得西部戰區維穩力量更需加強，以達到應對此

一境內社會危安問題，這即是西部戰區對內戰略考量因素之一。 

對於中共境內的反恐維穩任務，主要皆為武警部隊所負責，而在西部戰區因

天候、地形的限制下，執行任務較一般平地困難，也使得計畫恐攻份子有更多躲

藏的空間。從習近平 2012年上任至 2015年底這段時間中，新疆地區肇生約 28件

恐怖襲擊事件，為了有效應對隨機性襲擊，武警部隊在新疆地區舉辦多次演習，

提高武警部隊在反恐戰術上的作為，例如武警新疆總隊在 2017 年實施的「衛士-

17‧天山」演習，要求官兵直接投入演練所突發的狀況處置，透過對高原地勢建築

物反劫持、夜間偵察、突擊作戰操演，提升武警在高原環境下執行任務的適應

力。6另在 2018 年 1 月武警總隊機動大隊所屬之特戰支隊，針對山地低溫環境實

施長距離行軍並結合突擊、滲透偵查等訓練，7亦為強化官兵在西部高原地形下作

戰忍耐力，具備應對恐怖襲擊事件時之跨區增援能力，擴大只對於單一地區之反

恐維穩作為。雖然對恐怖襲擊維護多以武警部隊為主，但是在新型態安全威脅

下，中共不論對境外或對境內，在多方非傳統軍事安全威脅中，單單只有武警部

隊擔負應變作為已不足。在西部戰區劃設後，綜合蘭州與成都軍區的軍事力量

下，逐步提升戰區內各部隊聯合作戰契機，得以新形式作戰型態應對新形勢下的

威脅。例如在西部戰區成立後，2017 年 2 月底新疆武警總隊、新疆軍區立即展開

聯合演練，針對整個新疆地區整個區域及各方向進行兵力投送訓練，針對反恐作

                                                      
6 張海華，〈武警部隊舉行「衛士-17·天山」演習〉，《解放軍報》，2017 年 9 月 25 日，版 4。 
7 〈〔軍事報導〕礪兵 2018 -30℃ 武警兵團總隊磨礪反恐精兵〉，《央視網》，2018 年 1 月 13 

日。參見 http://tv.cctv.com/2018/01/31/VIDEkPULR6X21UcR4JJ8NAcR180131.shtml（瀏覽日期：  

2018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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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能力的加強，8可以明顯看出戰區成立之後，中共對境內反恐維穩任務注重，強

調不僅有武警的力量作為，而是綜合西部戰區可動用之武力共同維護，在針對整

個境內安全防範戰略作為下，由戰區直接統一各軍兵種相互支援，使之達到更為

即時、快速綜合戰力的效果，明確看出西部戰區劃設後軍兵種聯合作戰對於維穩

任務中的重要。 

此外，中共解放軍與武警部隊除在境內自行演練外，更透過國際組織與他國

進行反恐戰術交流，像是透過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機構合作，結合中亞各國與

俄羅斯，建構多邊反恐機制作為。例如 2016年 9月由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中國、

哈薩克、吉爾吉斯、俄羅斯、塔吉克等五國共同舉辦的「和平使命—2016」聯合

反恐軍事演習，除強調解放軍自身反恐作戰能力外，更將演訓目的設定於「山地

聯合反恐怖行動」反恐模式，9體現出應對「三股勢力」常態性恐怖襲擊動機趨於

複雜的環境下，各成員國之間在軍事合作的重要性；而 2017年中俄兩國「合作—

2017」反恐演訓，則是強化中共武警與俄羅斯國民內衛部隊在戰術及動作上的協

調性，10互相精進對於城市戰與突擊作戰技巧，使得在聯合反恐作戰時能更為順

利完成任務，提升對隨機恐怖襲擊應變作為。綜合上述，中共藉由定期與外國進

行聯合反恐演習，大略可分為解放軍部隊聯合反恐訓練，武警部隊維穩反恐演

練，目前尚未有在與外國聯合反恐演練中，聯合解放軍與武警部隊的例子，但是

在 2017年西部戰區成立後即進行新疆武警總隊、新疆軍區的聯合演練，顯見對於

反恐維穩的應對上，藉由戰區統籌指揮是有助於解放軍與武警部隊提升對恐怖襲

擊威脅地維護。 

                                                      
8 吳敏、王國銀，〈空地聯合，反恐精銳全疆域投送—武警新疆總隊聯合軍地組織兵力投送和武 

裝巡邏演練見聞〉，《解放軍報》，2017 年 2 月 28 日，版 2。 
9 王甯，〈「和平使命－2016」聯合反恐軍事演習正式開始〉，《解放軍報》，2016 年 9 月 16 

日，版 2。 
10 張海華，〈中俄「合作－2017」聯合反恐演訓啟動〉，《解放軍報》，2017 年 12 月 3 日，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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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維護「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安全利益 

中共持續推動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戰略下，在獲

得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的經營權後，使得「一帶一路」戰略企圖漸趨順利，另因陸

上絲綢之路與中巴經濟走廊所經之地，皆需要途經中國大陸西部區域，因而在

「一帶一路」路線上之安全是中共需加強維護的通道之一，更是西部戰區戰略方

向投射區域延伸，藉由維護由境內至境外的經貿安全，得以使中共順利向西方推

展經濟開拓發展戰略。站在中共需維護「一帶一路」戰略考量之思維探究，在針

對陸路與海路經貿發展路線時，應該有著「主副之分」差別，這是由於在經貿推

展時，需考慮國家政治與軍事力量的保障問題，絕非單純多邊經貿發展利益而

已，本節旨在探究中共為能有效暢通與中亞地區國家資源輸送，以及經貿交流之

安全，融合陸上絲綢之路安全考量下，將如何透過西部戰區劃設後之軍事力量，

保障中共逐漸實現經濟拓展之企圖。 

壹、 「一帶一路」安全威脅維護戰略思維 

鑒於國際發展趨勢，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藉由帶動周邊國家經貿

發展，將中共從亞太地區推向西方國家發展的策略，構建以中國大陸為主之經貿

發展體系。原蘭州軍區轄內的新疆自治區即為「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必經之

路，因而中共為了經貿發展企圖下，必須增強該地區安全穩定的維護。而成都軍

區則是靠近居於「一帶一路」發展的中間點，擔負著對於「海上絲綢之路」沿途

路線維護的責任。然而，中共在「一帶一路」發展路線上，對於陸路與海路發展

應有著輕重之分，在經過中共軍事能力的評估綜合中共對於陸地、海洋各自的戰

略利益比較後，因將陸路與海上經貿路線劃分主副之別。中共軍事學者喬良曾提

及，中共在「一帶一路」策略上看似海陸兩線共同發展，而實際卻視陸上絲綢之

路為其主要發展路線，海上絲綢之路為次之，這可從中共與美國的海上軍事能力

比較分析，美國在海軍武裝力量上較中共海軍戰力堅強，可能造成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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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的阻礙與威脅；相對地，在陸地上中共因其地緣環境與位置因素，對於亞洲

地區的陸路掌握較美國更具優勢，且長久以來以陸軍部隊為主要軍種的共軍在戰

力上也較不易受到威脅。11藉由此觀點研判，中共對於陸上戰力掌握，應較其解

放軍海軍遠洋作戰能力相對於美國保障程度較高，因而在「一帶一路」主副戰略

方向上，中共應將高比重置於陸上絲綢之路經營，以達成較符合經濟效益的戰略

考量。延續此觀點探究判斷下，中共劃設西部戰區對於「一帶」推展將更需要安

全保障，也可以說明將成都軍區與蘭州軍區合併，劃設西部戰區較重之戰略利益

考量，即為藉由兩大軍區力量聯合統一，企圖使中共大國角色超越亞太或印太區

域範疇，向西方國際拓展中國大陸一席之地的武裝安定力量。 

相形之下，除了防範美國可能針對海上絲綢之路有所影響外，另一中共需特

別重視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安全維護之原因，在於「一帶」沿途所經國家數量眾

多，沿途從中共境內需要經過亞洲、非洲、歐洲多個國家，從中國大陸境內邊疆

地區恐怖襲擊事件、境外邊界衝突到境內、外都有的「三股勢力」可能產生的影

響範圍。可以看出「一帶」戰略發展需面對諸多安全考驗，尤其像是中亞地區多

個國家因為政治與社會因素，在政局不穩定的情勢下，中共欲加快與這些國家進

行基礎建設、經貿交流同時，安全問題更是中共首當其衝需解決的問題。 

從美國恐怖攻擊事件後國際恐怖主義盛行，「一帶」沿途國家因複雜民族關

係、宗教信仰等因素，使得衝突事件頻傳，尤其在鄰近中國大陸西部邊境之中亞

區域，更有許多跨國恐怖組織將此區作為基地位置根據地，12藉由地緣位置相鄰

的優勢，提高恐怖分子與中共新疆地區「三股勢力」份子可能的交流機會，使中

共境內的恐怖分子，更可能藉由與流竄的極端主義份子合作，藉由暴力襲擊行動

                                                      
11 喬良，〈「一帶一路」戰略要考慮軍事力量走出去問題〉，《中國軍網》，2015 年 4 月 15 

日。參見 http://www.81.cn/jkhc/2015-04/15/content_6444332_3.htm（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 
12 趙敏燕等合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安全形勢評估及對策〉，《中國科學院院刊》，第 

6 期，2016 年 6 月，頁 68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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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新疆地區安全。新疆廣大區域是「一帶」必經之路，亦是「一帶一路」重要

的樞紐必經之地，是通往巴基斯坦瓜達爾港「中巴經濟走廊」必經路徑，中共為

了有效運用瓜達爾港的經營權，也在 2013年開始陸續興建「中巴經濟走廊」相關

建設，使得「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在中共境內、外影響範圍漸趨廣泛，在此情形

之下，相對所需面對的安全威脅比例升高許多，尤其根據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2017 年所公佈的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報告顯示：「2016 年恐怖攻擊指數

最高前十名（參見圖 4-1），以及 2016年恐怖襲擊 20件傷亡比例最高的國家，皆

包含了「一帶一路」發展路線上的沿線國家（參見圖 4-2）。」其中更以伊拉

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敘利亞等 5 國，更為前九名之中高度警戒恐怖襲

擊國家之列，再次說明中共在面對「一帶」戰略利益維護企圖上，不得不針對

「一帶」安全作為加以防範，避免「三股勢力」可能引發的恐怖攻擊事件肇生，

而影響到中共西進的經貿戰略利益。 

由上述得知為全面發展「一帶一路」戰略，中共必須加強沿線重點國家的安

全合作機制，在除了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相互聯合反恐，以及對於境內安全打

擊要有突破新局勢的聯合作戰思維，必要時刻中共自身的武裝力量更要有跨境守

護國家利益的能力，因此，在「一帶一路」經濟觀點之中，亦需側重中共西部地

區軍事力量發展的問題。在境內需增強武警部隊維穩功能為主，境外區域解放軍

則需提升遠征能力，然而對於境外險峻地理條件、較遠距離之區域，陸軍重裝武

器較不合適情形下，此時即需要空軍遠程兵力投送支援，以縮減戰場時空環境以

克服險峻地形要素。中國軍事學者喬良就曾提到，在「一帶」沿途因為地形關係

因素，重型裝甲是沒有戰力發揮空間的，透過輕型的反裝甲武器更可有效牽制重

裝武器的打擊，強調解放軍陸軍需具備遠距離投送與攻擊的能力，13這是 2014 年

喬良針對「一帶一路」戰略所提出軍事力量保障問題。說明在推動「一帶一路」

                                                      
13 喬良，〈「一帶一路」戰略要考慮軍事力量走出去問題〉，《中國軍網》，2015 年 4 月 15 

日。參見 http://www.81.cn/jkhc/2015-04/15/content_6444332_3.htm（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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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戰略，必須透過軍隊編制改革，屏除中共一直以來以陸軍地面部隊為主的作

戰模式，建立起軍兵種聯合指揮作戰機制，集中戰力、資源及單一指揮的作戰模

式，才得以精進維護中共西進「一帶一路」戰略利益安全。 

 

圖 4-1： 2016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14 

                                                      
14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 Measur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2017. At 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7/11/Global-Terrorism-In 

dex-2017.pdf (Accessed 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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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016年全球恐怖襲擊傷亡前 20名地區統計圖 

 資料來源：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15 

                                                      
15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7 Measur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terrorism,” 2017. At http://visionofhumanity.org/app/uploads/2017/11/Global-Terrorism-In 

dex-2017.pdf (Accessed 2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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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維護「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安全作為 

西部戰區在劃設後結合了原來成都軍區與蘭州軍區兵力基礎，含括整個大西

部境內範圍，並將向西北、西南對外防範軍事力量統籌，將整個西部境內、外相

似之戰略企圖維護力量結合。其中，藉由西部戰區獨立於各軍兵種指揮機構，得

以更有效推動解放軍部隊兵力合成化概念，將集團軍下轄的旅—營作戰能力提

升，先以指揮命令協調權限下授，使得共軍地面部隊基本作戰單位作戰能力提

升，其中顯著例子即為演訓時營級主官可直接聯繫陸航部隊進行支援，而非以往

必須透過向旅級申請，經同意後再下達支援命令，此一作戰指揮形式轉變，順應

了中共隨時能打仗之企圖，並提高應戰即刻的作戰需求。國家戰略利益與軍事戰

略作為有所相連，在「一帶一路」不可逆的發展企圖中，尤其需針對境外陸地險

峻地形作戰、遠程距離安全應對以及作戰位置不明確情況下，除了武警部隊與陸

軍部隊針對境內安全維護外，更須藉由空軍、陸軍機動作戰的空中投送運輸能力

輔助，得以縮短因時空因素造成的作戰限制，這也是中共推動對外發展時，所必

須加強提升的軍事能力。藉由兩大軍區合併後的西部戰區，為中央軍委下轄之作

戰一級指揮機構，其指揮官能避免戰略企圖的矛盾，將原來可能各自有其軍區需

求的意見整合，強化中共西部隊「一帶一路」安全所提升的軍事保障，透過直接

指揮西部戰區武裝部隊作戰，更可以符合原來兩大軍區協調的安全維護作為。 

進一步言，因解放軍部隊組織整編政策下，西部戰區劃設對「一帶」安全維

護能量是有所提升的，透過西部戰區劃設將作戰職能全盤統籌，並且將旅級指揮

權限下授，提升基層營級作戰指揮權，使合成旅的作戰能力增強，不再侷限旅級

才可以遂行作戰任務指揮，更強調基層作戰單位的機動作戰、立體攻防能力配

合。像是西部戰區陸軍在 2018年由舉行合成演練中，解放軍某個合成營營長指揮

多個陸軍兵種協同，特別的是陸航部隊協調指揮權由營長直接協調支援，16藉此

                                                      
16 孫利波，〈西部戰區陸軍—兵種合成作戰訓練上演對抗「重頭戲」〉，《解放軍報》，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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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搭配防空、炮兵火力空地火力打擊等，使得西部戰區陸軍部隊具備在全域作戰

上漸趨頻繁聯合多兵種備戰能力。而合成訓練也成為軍區轉變成戰區的主要編制

作戰型態，強調聯合作戰的思維，旨在透過各兵種之間作戰力合成，打破傳統軍

區作戰能力下，受限於地形或目標距離遠近的困難，強化西部戰區對於非傳統軍

事安全的作戰能力。 

再者，藉由西部戰區的劃設，最為明顯之處在於戰區聯戰指揮中心的設立，

透過戰區將解放軍武裝力量統合，更為有效應對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綜合安全威脅

及利益維護。原來的成都軍區與蘭州軍區在其地緣位置上，皆有防範「三股勢

力」侵擾的戰略考量，但是在兩個軍區的時期，在戰略方向上仍有落差，要共同

針對一個戰略目標執行任務並不容易。在透過西部戰區劃設並建立聯戰指揮中心

後，使原來兩大軍區內各軍兵種指揮層級縮減，軍兵種之間協調困難消除，提高

聯合作戰的執行效率，另一方面，藉由合成化的編裝概念，將地面部隊聯合作戰

思維建立，進而融入軍種聯合演練，使各軍種習慣互相支援的聯合作戰默契。除

強化陸軍部隊本身在對地面作戰時的應敵能力，更藉由結合空軍空作戰支援，使

得中共未來在不得以必須向境外投射兵力時，能更為有效下達作戰命令，對具安

全威脅的區域立即投入解放軍備戰，保障「一帶」之戰略安全。 

                                                      
1 月 12 日，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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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文旨在探究共軍西部戰區任務與其劃設之因應企圖，透過與現今中共西部

面臨情勢做出比較分析，再以其軍力融合作為互相論證依據。首先，以中共西部

地緣戰略觀點，結合中共軍事戰略作為研究角度切入，將其戰略作為成效與研究

起始假設對照，對研究議題後續發展作出合理判別。其次，研究的面向分為三個

部分，主要在針對中共與多重的複雜競合關係中亞情勢應對、西部戰區對於邊界

問題維護時之作為，以及中共如何運用軍事戰略作為，有效維護陸上絲綢之路經

濟帶利益安全之影響。 

為瞭解中共因應「事實影響」致使「戰略思維轉變」，而訂定出符合戰略利

益之「具體措施的執行」，以達到對於起初「事實影響」因應，即為中共劃設西

部戰區的企圖之研究邏輯。將需要論證的分析內容化為具體措施執行作為，也就

是整編蘭州、成都軍區為西部戰區後，對於中共實際面對現今事實影響效能，主

要共分為三項：一、西部戰區對維護邊界問題爭端的軍事戰略佈局；二、西部戰

區軍事力量對中亞地區維護穩定之作為；三、在中共極力推動「一帶一路」策略

中，西部戰區能否有效維護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利益安全。 

除此之外，本研究在研究成果基礎上預想提出三個方向，作為後續可研究之

觀點。第一是「中共往後整體發展企圖」為觀點探究，考量中共境外兵力投射能

力的發展可能性，論證中共在未來全球化局勢下的戰區區域作戰趨勢轉變；其次

是針對「中共可能在未來可能映對更廣闊的作戰空間」思維，探究戰區的作戰指

揮權能否被授權整合戰略支援部隊、火箭軍，論證中共對未來作戰力量的指揮權

統合之發展空間；第三點是藉由「戰略方向、區域可能重疊情況」的角度出發，

探究中共各戰區在跨區聯戰指揮權、協調難易問題，對各戰區聯合作戰效能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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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成果 

藉由中國大陸西部地理、地緣因素考量，以及國際恐怖勢力的滋長，中共為

面對中亞複雜局勢上，必然要建設與時俱進的防範武力機制。除此之外，中印兩

國從 1962 年中印邊界戰爭至今，彼此看似定期和平交流，卻仍在 2017 年因邊界

問題而爆發對峙情形，顯見兩國因邊界劃分問題仍然未解，又鑒於兩國積極興建

邊境基礎建設以及軍力長足進展下，中共對於中印邊界衝突的防範更不能有所輕

忽。再者，中共基於國家經貿發展需求所提出之「一帶一路」政策，亦會受到西

進發展路線上「三股勢力」威脅，致使中共經貿戰略利益受到嚴峻考驗。因此，

西部戰區劃設之戰略考量，一方面應是對於中國大陸境內安全穩定，二來則是向

外增強對於領土主權維護，第三則是為了維護國家經貿利益發展之安全建設應對

機制。 

壹、西部戰區面對之外國勢力與情勢 

一、美國與俄羅斯 

美國在遭受恐怖攻擊事件後，大規模出兵阿富汗以及在中亞地區部署兵力，

使其勢力逐漸步入中亞，致使中共在中亞區域掌握度遭受威脅，且削弱中共對中

亞地區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此外，中共、美國與俄羅斯三方的關係發展，在目前

的國際局勢中仍處互相牽制的三角關係。美國、俄羅斯與中共之間的矛盾隨著民

主政權發展下，因其相互政權體制的不同，在競合的關係上有逐漸劇烈的趨勢，

相較於中俄兩國主張獨立自主並反霸權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下，美國並未放棄大

國領袖的政策中，美國與中共的利益衝突將無可避免。然而，美國總統川普在政

策制定上，相較於前美國總統歐巴馬更為偏向美國本國利益，因而否定歐巴馬所

提出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使得中美對於亞太區域的對立局勢有所緩和。話雖

如此，美國對中亞局勢介入與否，也必然牽制著未來中俄關係變化，因為當美國



第五章 結論 

141 
 

將主要戰略矛頭指向中共時，俄羅斯的壓力相對會減輕；反之，將換成俄羅斯壓

力增加，換成對中國處境有利。簡言之，在這樣的國際局勢平衡下，美國對中亞

地區的介入程度，在沒有必要的利益前提下，勢必不會特別介入中共與中亞各國

的關係，而使得中共與俄羅斯有利益合作的可能。 

二、印度 

中共與印度之間一直存在的問題即為兩國之間的邊界衝突，從英國介入協調

劃設中印邊界開始，歷經了中印邊界戰爭後至今，兩國的邊界爭端仍未完全消

除。身為亞太地區領土面積最大的兩個國家，雙方在國力以及在軍力持續成長情

勢之下，兩國可能再次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機率不大。然而，以中共近年來積極

發展情勢觀察，對於兩國仍存有爭議的領土地區，中共在其堅守維護自身領土主

權政策下，難保不會因與印度的邊界爭端而導致衝突。例如有報導指出中印兩國

在去年「洞朗事件」後，對於邊界的軍事武力各自皆有所增強，印度藉由其空軍

主力戰機蘇-30 加強對邊界衝突的部署，1另外印度國防部長也表示，在洞朗事件

結束後，雖然雙方兵力在撤兵後均有所減弱，但也針對各自的陣地重新部署，中

印兩國在彼此增加互信機制同時，必要的武力防範仍需繼續進行。2無疑的，印度

持續針對與中共的衝突強化其防禦的軍事機制，相對地，中共亦須針對與印度接

壤的西部地區軍事力量作加強，以持續嚴密守備中印兩國衝突防線。 

三、巴基斯坦 

中共與巴基斯坦兩國之間的關係從 1962年中印戰爭開始至今，巴基斯坦一直

是處於支持中共的一方，而在中共大力推動「一帶一路」政策後，巴基斯坦與中

                                                      
1 譚有勝，〈中印軍武較勁 洞朗續成引爆點〉，《臺灣醒報》，2018 年 2 月 22 日。參見 

https://anntw.com/articles/20180222-TrZK（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26 日） 
2 蔡萱，〈中印重返洞朗部署 印度防長：解放軍新建 7 機場〉，《中時電子報》，2018 年 3 月 8 

日。參見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0308003785-260417（瀏覽日期：2018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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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關係更為緊密，除了巴基斯坦成為「一帶一路」政策推展的目標國之一，另

外， 2013 年巴基斯坦將瓜達爾港營運權移轉給中共海外控股公司，瓜達爾港的

管理控制權易主，也使得中共在推展「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更進一步。然

而，在為使充分利用瓜達爾港以縮短海上航路距離，中巴兩國提出共同建設「中

巴經濟走廊」戰略，藉由新疆到瓜達爾港沿途之公路、鐵路以及油氣管道等建

設，作為增加兩國間合作互通發展的基礎，3但是因新疆地區與巴基斯坦皆須應對

「三股勢力」恐怖襲擊安全問題，使兩國不得不重視「中巴經濟走廊」安全問

題。除此之外，更加上巴基斯坦北部地區與印屬克什米爾地區爭議問題，也可能

間接阻礙中巴經濟走廊的發展，使得中共朝向南亞及印度洋的戰略利益拓展受到

影響，因而中共必須更具備遠距離的軍事能力。  

四、中亞五國 

中亞對於中共而言是一個西進的必經之路，亦為能源利益的重點區域。由於

中共石油來源多來自於中東地區，其中中亞地區是此一資源輸送必經之門戶，中

共與中亞合作關係確認，可以確保中東經伊朗的陸路石油管線，同時搭配海上航

運方式運送至瓜達爾港，更能加快中共在發展上對於油氣資源的需求。此外，中

亞五國與中共的具有天然資源流通重要性，例如哈薩克是世界第二大石油儲量的

生產國，烏茲別克則是在歐亞大陸上第三大天然氣出產國，而中共皆為兩國主要

出口國之一，對其資源需求有一定依賴程度。此外，中亞地區地緣位置為歐亞大

陸中心，是麥金德所描述的「心臟地帶」，在蘇聯解體後各國相繼成立下，使得

中共面向西部的戰略考量不再侷限，開始策畫向西發展的企圖，透過藉由陸地的

拓展得以縮減將資源運輸至中國大陸東部時，必須經由麻六甲海峽之長遠路途。 

                                                      
3 毛玉西、呂順景，〈中巴經濟走廊：「一帶一路」推進的「示範區」〉，《廣州日報》，2015 

年 4 月 19 日，版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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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亞地區為中共「一帶一路」必經的區域，因而中共在與中亞地區交

流同時，除了需要維護與各鄰國之間的關係以促使國家穩定發展外，另外也需針

對「三股勢力」所帶來的恐怖攻擊威脅有所防範，藉由成立「上海合作組織」，

組織多個國家以反恐為主要目標，防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等勢力為中共、中亞

政權帶來的安全危害。因此，中共在面對中亞地區時，除了積極合作的戰略考量

外，亦須考慮到建構對於不確定性安全威脅的軍事防範力量。 

貳、強化中共西部軍事能力與合作效能 

一、西部戰區精進作戰職能 

中共在劃分西部戰區後，以個別單一戰區統合各軍種力量，將原來兩大軍區

之戰略方向一同含括在內，主要戰略企圖有三，一是在預防與鄰近各國之間邊界

衝突，尤其是針對中共與印度具有邊界衝突地區；二是為防範「三股勢力」中隨

機性恐怖襲擊作為，造成中共在境內、外的安全威脅；三則是為了因應中共提出

的「一帶一路」發展策略，使其推展西進沿途上盡可能順遂及安全，其中尤為重

要之保障即為軍事力量的維護。不論是面對「三股勢力」襲擊，抑或是其餘國外

勢力的介入影響等，唯有堅強的聯合作戰力量，才得以達成中共上述的戰略考量

與企圖。 

為了提升未來在戰場上的話語權，2016 年習近平提出軍隊規模須配合著國家

戰略需求、戰爭型態有所改變，其中特別強調軍隊任務即為維護國家主權、發展

利益之企圖。為了因應新時代的戰爭型態，在解放軍部隊編成上，需要朝強化多

功能、綜合聯合作戰方向強近，追求質量效能精進。在西部戰區劃設考量上，結

合了原來面對西北為主的蘭州軍區、朝向西南方向的成都軍區兵力，強調對於作

戰職能權限的統合，排除原大軍區的其他訓練、行政管轄權限，專責備戰準備。

在此改革方向上，藉由「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的政策指導上，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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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軍委將實權全數收歸中央，將作戰職能統一，建構「軍委—戰區—部

隊」直接指揮作戰機制，減少了原來七大軍區內各軍兵種的協調限制，而間接強

化戰區因應新形勢作戰型態的聯合作戰模式。尤其在中共西部領土接壤多國邊

界，且存在資源利益輸送、「一帶一路」發展策略必要所需，廣大的領土與綿延

的邊境，更加需要堅強的武裝力量守衛。在融合兩大軍區的結果下，不僅達到西

部戰區各軍兵種作戰支援上的需求，也將兩大軍區的戰略方向合而為一，不再像

蘭州、成都軍區時期，對於中國大陸西北或西南區域範圍特別劃分，使得可將原

分配給兩大軍區的作戰資源，統一配置給戰區依照實際情勢需求分配，而不至於

導致在多個戰略方向上，無法集中有效兵力、作戰資源以應對作戰任務的局面。 

三、戰區劃設增強反恐作為效能 

在外國勢力可能介入因素外，西部戰區更是直接面臨「三股勢力」威脅的區

域，中共在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後，積極與所屬成員國進行地區反恐的維護，

從 2002年中共與吉爾吉斯進行聯合反恐演練至今，中共定期與「上海合作組織」

成員國進行關於反恐作戰演練。置重點在於個成員國對於區域性反恐支援作戰合

作，成員國主要有中共、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巴基

斯坦以及印度，其成員國面積占據了歐亞大陸大範圍領土面積，而其中除土庫曼

未參與「上海合作組織」，其他中亞四國皆為組織成員國。中亞地區即為「三股

勢力」熱點區域，尤其以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敘利亞等 5 國，更

為前九名內之高度警戒恐怖襲擊國家。而在 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戰略

後，中共對於境內、外反恐作為急需強化，不僅止於單一國家之軍兵種聯合作戰

能力，更重要的是加強中共與其他國家在聯合反恐時的作戰默契，使得在即時應

對突發恐怖襲擊行動時，能採取有效率且穩定的聯合作戰模式，以維護「三股勢

力」對中共境內、外發展與安全所帶來之威脅。在原先蘭州與成都兩大軍區時

期，由於軍區作戰指揮權限單純以陸軍部隊為主，在對陸軍以外的軍兵種並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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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指揮權，因而在單純境內維穩多由武警部隊執行，如有需軍隊協助亦以地面部

隊為主。然而，在可能面對境外「一帶」沿途恐怖襲擊的威脅下，地面部隊的能

力仍究有限，但要藉由空軍部隊的協助，則須經過與各軍種指揮機構的協調、授

權，多重的指揮層級交流，易流失對於立即性、隨機發生的恐怖襲擊妥處時間，

而在透過劃設西部戰區授權聯合作戰指揮權後，對於突發的恐怖襲擊事件，解放

軍陸、空軍也能在必要時刻聯合武警實施反恐行動，提升對於恐怖襲擊的應對武

裝力量。 

第二節 研究發現 

在中共逐漸成為世界大國角色的前景中，綜合其領土面積廣闊的事實，中共

與鄰近各國接壤關係狀態下，處於隨時因國際局勢而有所變動之競合關係。其

中，在俄羅斯與美國等大國可能介入亞太情況下，中共對於中亞地區交流掌握程

度，勢必不可掉以輕心，在這樣變動局勢中，中共尤其需注意與印度邊界衝突問

題，畢竟就現今中共所應對與他邊界問題上，尤屬與印度之間的衝突仍為劇烈。

除此之外，在與中亞區域國家領土接壤下，對於四處流竄之「三股勢力」威脅亦

不可掉以輕心，「三股勢力」所帶來之潛在危害，不單為中國大陸境內安全帶來

恐怖襲擊影響，更對中國大陸境外地區，中共所推動「一帶一路」戰略發展途徑

上，產生無法估量之安全疑慮。在這個經貿全球化時代下，單純以傳統軍事安全

為首要的國家安全觀，已無法概括中共可能面臨之威脅，除了面對與鄰近國家軍

事衝突穩定外，另須考量到「一帶一路」所經之處以及經貿交流、能源輸送的安

全需求。因此，中共西部戰區的劃設戰略考量，必然與七大軍區時期之戰略思維

有所不同，本文所研究後之思維有二：第一，聯合成都軍區與蘭州軍區戰力，以

達到更為有效兵力輔助和支援；第二，將所需資源與方向整合，統一戰略方向為

整個大西部，更甚是「一帶」經過或計劃經過之境外區域，以達到最為有效之戰

略利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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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西部戰區劃設精進兩大軍區作戰效能整合 

在劃設西部戰區後，除了特別凸顯出「戰區主戰」職能外，就中共西部戰區

地緣因素考量作為探究支撐點，可以瞭解到原蘭州、成都兩軍區所負責之部分戰

略方向相類似，但是在作戰任務主力上，中共戰略思維仍屬以陸軍地面部隊為

主。然而，在國際恐怖主義攻擊事件開始盛行後，鄰近「三股勢力」熱點區域的

中國大陸亦遭受此一流竄勢力的威脅，近年來造成中共境內地區多起恐怖襲擊事

件。除此之外，2013 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後，西進的方向即為中

共欲拓展之方向，但在向歐洲發展的企圖之下，必須建立於境外安全維護的重

要，像是中共透過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的宗旨，集合各個成員國聯合增強反恐怖攻

擊之作為，以及透過合法途徑律定法條，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主義法》，

作為解放軍與武警部隊可以在師出有名情況下，且達到兵以法進之基礎。於此同

時，中共在未來發展藍圖上，仍必須考量到現今尚未解決之邊界衝突。在與俄羅

斯邊界線大致抵定情況下，且與中亞地區各國相互協議邊界權歸屬後，目前主要

仍因邊界問題有所爭議之國家，主要以中國大陸與印度衝突最備受關注。從中印

邊界戰爭後至今，兩國並無因邊界問題產生嚴重衝突，但是兩國對於邊界的意見

分歧以及爭議區域仍然存在，舉 2017年在中共西藏洞朗地區，由於與不丹、印度

邊界相鄰，而導致中共修路問題引發兩國短暫對峙情勢，顯見短距離內的對外用

兵手段，仍是中共所必須維持的武裝力量。 

承上所述，中共為了維護西部邊界衝突同時具備經貿發展的安全考量下，在

必要時刻是需要向外兵力投射的戰略企圖。而再考慮到新疆地區多為高原地勢，

而西藏地區多為險峻山地，對於可能未來面對的新型態作戰任務時，已不再能單

單由解放軍陸軍部隊一肩扛起，而是必須聯合多樣化的作戰能力，透過陸、空一

體的概念，才可以達到更為全方位的戰場優勢。取消了蘭州軍區與成都軍區指揮

體系，改由西部戰區統一負責作戰任務，即是為了強調軍力融合的重要，以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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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陸軍與其他軍兵種的作戰層級的隔閡，將兩大軍區相類似作戰模式的陸軍部隊

結合，再輔以空軍、武警部隊的優勢條件，可具備更為綜觀全域的作戰意圖，而

不至於對於西北或西南防區而有所分別之疑慮。 

貳、 整合西部戰區資源分配與戰略方向一致性 

依照原蘭州軍區與成都軍區所轄範圍探究，可藉由中共地緣戰略角度觀點出

發，可發現西部戰區劃設後主要負責之守區範圍北至俄羅斯、哈薩克等中亞五國

到南方不丹、印度等國，結合原來兩大軍區所擔負之戍守範圍，有統一戰略方向

之效，將原本分成兩大軍區守備區域延伸的範圍合而為一，優勢是藉由西部戰區

整體兵力可統一由戰區司令協調指揮，使得中共在未來不論面對西北或西南區

域，甚至是延伸西向之「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所經之處所需執行任務時，得以

透過南兵北調、北兵南調之協同作戰，互相彌補或增強所針對的戰略目標，達到

範圍擴大情形下，卻也增強有效可運用兵力規模，作為因應更多樣性的任務類

型。 

其次，再將兩大軍區戰略方向統一之後，在面對多方向的戰略上，可以更容

易將兵力、後勤等資源集中運用，而非像原來蘭州與成都軍區時期，在面對可能

的多方向邊界衝突或執行任務時，無法將重點兵力、資源立刻集中於單一軍區，

這是由於各軍區都有其主要戍守區域，居中協調與派遣的曠日廢時之作為，無法

立刻集中有效兵力，對所需因應之任務作出最即時的處置。舉例像是四川省汶川

發生地震時，中央對成都軍區下令救災，最後卻是由濟南軍區出動大比例的救災

兵力，最近的成都軍區卻不是最主要的救災主力部隊。而在西部戰區成立後，

2017 年四川省九寨溝地震發生時，藉由西部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權限下，西部

戰區直屬的第 77集團軍下轄之各個專業部隊立刻集結，另外除了陸軍部隊外，其

戰區空軍也立刻成立相關救災中心，立即準備救災資源投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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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由中共境內搶險救災的例子即可看出，將兩個軍區合併劃設為一

個戰區，對於中國大陸廣大的西部領土，無疑增加中共對於整體西部領土之戰略

優勢，不論是對境內或境外戰略考量，均可立刻指揮專業化部隊集結投入任務執

行，相對地西部戰區在因應反恐維穩任務時，必要時刻亦可以指揮解放軍與武警

部隊配合，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訂定，在經過中央與他國授權

後，出兵境外地區以維護相關反恐怖襲擊之戰略行為。而在面對邊境衝突時，更

可以藉由西部戰區指揮，將陸、空優勢兵力立即調遣於衝突熱點，隨時準備局部

性作戰任務。 

第三節、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針對中共劃設西部戰區之戰略考量作為研究方向，探究中共廣大

西部領土應對境內、境外的軍事戰略行為，其中包含俄羅斯、印度、中亞等區域

地緣考量，以及因應複雜動機之非傳統軍事安全威脅。整體來說，上述部分研究

議題，在可接觸之參考資料上仍顯示為持續進行階段，而未來中共的發展也仍有

多方研究的空間。因此，藉由本研究部分相關論點立基，或許有助於未來在論證

中共對外軍事戰略可能性作為與佈局，然而在各大戰區作戰指揮權限仍以解放軍

陸、海、空軍為主，在可能擴大安全或戰區範圍的企圖上，必須提高戰區整合戰

略支援部隊以及火箭軍的武力，更為強化戰區應戰的準備。再者，有鑑於原來軍

區之間協調執行任務的藩籬，在劃設五大戰區後是否在各自所負責戍守範圍重複

時，仍會出現難以決策或對重疊區域任務有所疑慮之處，以上皆為本研究仍為探

究之論證，可作為後續研究者延伸之探究方向。 

壹、中共境外兵力投射能力後續發展 

在統合蘭州、成都軍區陸軍及空軍兵力後之作戰效能，逐步凸顯中共對軍兵

種聯合作戰的重視，在為了有效穩定與周邊鄰近國家邊界衝突，以及應對非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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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安全議題，且結合「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經貿安全戰略下，中共已藉由通

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授權軍隊武裝力量在合法情形下，執行境

外反恐作戰之權限。此外，藉由多軍兵種指揮效能由戰區統籌下，對於境外長距

離兵力投射能力勢必有所精進，對於境外作戰部隊的派遣與部署亦漸趨重視。就

此而言，未來在中共為顧及國家利益時，其軍事力量是否會以其他原由進行境外

任務執行，以推展相關國家戰略的維護，亦可為持續觀察的重點。 

貳、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制與戰略支援部隊及火箭軍之整合 

藉由西部戰區對中共「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推行，導引出中共為求邊

界領土權益、安全顧慮考量以及經貿妥展企圖均需要軍事力量支撐維護，但是除

了基本的陸、海、空軍種外，中共亦有戰略支援部隊、火箭軍的武裝力量，目前

五大戰區在作戰指揮方面並沒有提到授權指揮戰略支援部隊、火箭軍等部隊，但

是鑒於中共朝著大國角色邁進的企圖下，所影響及發展的影響範圍亦隨之擴大。

當中共戰區負責區域延伸愈廣，所需運用的兵力則越多，而為了強化軍事力量的

全面性聯合作戰效能，是否需要授權戰區對於戰略支援部隊、火箭軍的用兵權力

以發揮出解放軍整體性、多功能性的聯戰效果。就此而言，未來中共為顧及國家

戰略利益延伸企圖下，其戰區軍事作戰指揮是否會將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作戰

指揮交由軍區直接整合，亦可為未來持續觀察重點。 

參、 跨戰區聯合作戰機制之建立 

中共從歷史至今各個時期中，皆有屬於各個時代下的戰略方針，在 2016年底

所提出的戰區劃設決策，也是中共為了因應新時代下，內外環境情勢所演變而來

的考量。在基於領土面積廣大的原由以及以世界大國角色推動「一帶一路」的作

為前提下，不論是在對亞太地區鄰國、中亞國家更甚至中東、歐洲等地的國家競

合關係，都將是中共崛起後勢將要面對的，而中共東部面臨的太平洋第一、二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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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南海戰略等目標亦為中共所必須正視的戰略方向。然而，本研究主以西部戰

區為研究重點，聚焦近至與印度邊界衝突的處置作為，遠至歐洲的陸上絲綢之路

經貿發展，朝向全球化經營的中共政權，已不能單以舊大軍區的地面部隊作為其

主要安全來源依託。在考慮西部戰區的可能戰略作為同時，其餘四大戰區各自有

其戰區主要的戰略思維與企圖，亦同於原先七大軍區可能面臨所負責的防衛區

域，以及延伸出去的衛戍區將有所重疊，此時對於重複的區域作為又該以哪一個

戰區作為指揮決策，抑或是需要其他戰區支援時必須經過原先大軍區互相協調的

過程，致使拖延到任務執行的時效性優勢。 

持此觀點，就中共對於鄰近國家的衝突維護角度，從整個中國大陸地形位置

作分析，東、南、西、北以及中部戰區皆有主要戰略企圖與任務，但是在必須藉

由戰區互相支援的同時是否會有像軍區時期產生協調的問題，例如在海上絲綢之

路的安全維護，經過的區域有南部戰區與西部戰區所投射出去的範圍重疊，在面

對需要聯合指揮時是否需要統整指揮的關係，抑或是共同指揮以及明確劃分出戰

略負責區域等，皆可為未來持續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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